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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文化，满足美好生活新期待

——自觉承担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④

人民日报评论部

文化需求端的升级，要求供给端进行改革，为人们提供更丰富、更有

营养的精神食粮

文以载道，文以传情，文以植德。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

家园。对个人而言，在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之外，更渴望精神的饱满、心

灵的充实；对国家而言，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更要在精神上强大起

来。

正因为文化的独特价值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把“兴文化”作为宣传

思想工作的重要使命任务，要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

进步，才能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让文化的兴盛成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支撑。

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

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

领域中的目的”，毛泽东同志的论述穿越时空，仍然振聋发聩。“中国有

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多年文明传

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这样的论断更代表着一种坚定的文化自觉：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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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用好这三种文化资源，就能为“兴文化”找到思想的宝库和

精神的富矿。

虚无与解构无益于世道人心，必须立足于坚实的现实基座、深厚的价

值底蕴，才能真正引发共鸣、浸润人心。回顾这些年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

反响的作品，往往都是实现了文化的传承和意义的建构。比如说纪录片《我

在故宫修文物》，引来“90后”观众的“膜拜”，正因为它通过一个个可

以触摸的细节，展现出文物修复者们对文化的守护；比如说电影《红海行

动》取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是因为用视听语言展现英雄群像，激荡起强

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才

能创造伟大的文艺作品；刻意解构经典、制造低级趣味，甚至虚无历史、

泛娱乐化、泛物质化，只会侵蚀人们的精神家园，最终被市场和受众抛弃。

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塑造着中国人。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可以在人心中找到具体的落

点。近年来，从“故宫跑”到“文创热”，从博物馆人头攒动到好演出一

票难求，从传统文化节目持续火爆到革命历史剧引来收视热潮……人们对

精神文化的需求，已经从缺不缺、够不够，升级为好不好、精不精。井喷

的文化需求让人欣喜，也是宣传思想工作“兴文化”的机遇。文化需求端

的升级，要求供给端进行改革，推出更多同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化精品，实

现从“高原”向“高峰”迈进，为人们提供更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滚滚延河水记录下一个政党

气势磅礴的思想乐章。今天，繁荣文艺创作的秘诀，仍然在于“人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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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13亿多人民每天都进行着新的实践、演绎着新的生活、创造着新的奇迹。

精准扶贫写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脱贫故事，创业时代涌现大量生机勃勃

的企业，互联网每天都在寻找新的可能……立足中国大地、立足时代社会，

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我们抒写

的，就将是一部亿万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史诗。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一个文化日益繁荣的中国，将不仅拥有日益增强的经济

实力，更拥有不可战胜的精神伟力。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2018 年 09 月 07 日 09 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9/07/nw.D110000renmrb_20180907_1-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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