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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2024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锚定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

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

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

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指明了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前进方向，彰显了

我们党的文化使命感。

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建成文化强国

提供思想引领

文化立心铸魂，思想定向领航。文以

载道、以文化人，其中“道”体现的就是思

想的真理性。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

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

理论思维。”文化的力量首先在于思想的

引领力，用“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深邃思想

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才是文化之为文化

的实质，是文化建设的根本。马克思主义

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更是一种行动指

南。它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

断的思想动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

“强”，首先强在思想的引领力。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事业

需要伟大思想和理论指导。发展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挥强大的思想引

领力，筑牢思想引领的理论基石，确保思

想引领的正确方向，坚守思想引领的科

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

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强大思想引领

力的“动力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

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两个结合”的

光辉典范，必须坚持不懈用这一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用以统领新时

代文化建设。

习近平文化思想谱写了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发展新篇章，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

新高度，意味着党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发展迈入新境界，树立

起新时代党的文化旗帜。学习实践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过程，也是一个拓展文化道

路、形成文化理论、完善文化制度、坚定文

化自信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必须学思践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

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

通的理论品格，始终高举党的文化旗帜、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让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光芒更加熠熠生辉，彰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大思想引领

力，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发展具有强大精神凝聚力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建成文化强国

汇聚精神力量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神

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

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

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

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

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

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

精神脉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

须发展具有强大精神凝聚力的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中华民族宝

贵精神财富的凝聚作用，将中华儿女紧

紧团结在一起。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

领伟大事业。精神凝聚力是把分散的、不

同的精神力量，通过凝结聚合而形成集中

的、共同的、统一的精神力量，是凝聚各种

不同目的、意志与情感所产生的精神吸引

力、向心力、亲和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强大精神凝聚力，源于我

们党在百余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

恩格斯说过：“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

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

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

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

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100多年来，中国

共产党人在非凡征程中铸就的以伟大建

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集中呈现了党

的性质宗旨、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充分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

党的显著优势和鲜明特征，是中国共产党

人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各

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

精神丰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源于中华民族在

漫长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

国精神。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灵魂

的中国精神，不仅是凝聚社会共识、塑造

社会风貌的核心力量，更是激发国家认同

感和民族自豪感的关键因素。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

励下，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矢志奋

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

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不断铸就中

华文化新辉煌，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的

强大凝聚力。

新时代新征程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精神凝聚力，必须传承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继续将其深深融入

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和灵魂，成为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民族精

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

柱，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精神凝聚力，就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赓续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断强化人

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守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精神命脉，铸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支

柱。“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

神凝聚力，就要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

激发创新创造、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人

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要充分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

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鼓励人民群众参与

文化创造和文明创建活动，把激发文化创

新活力同凝聚奋进力量结合起来，为推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强劲的精神

动力。

发展具有强大价值感召力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建成文化强国

增进价值认同

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核心价值观

更是对文化性质和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的因素。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

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意

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

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

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文化强国建设目

标的实现，内在要求强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感召力。在当代

中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

值感召力，就要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共情共鸣，

使其成为促进国家发展、完善社会治理

的基本价值遵循。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

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

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

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描绘了人民群众向往美

好生活的价值理想，凝结着全体人民共

同的价值追求，反映了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价

值目的，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

量。从国家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体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为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鲜明价

值指引；从社会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阐明了社会建设发展的价值依循，

能够有效聚合社会共识，使社会系统得

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从

公民个人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明确了全体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有助

于引导公民培养良好的道德品格和正确

的行为习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熔铸于一炉，作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的灵魂，引领

并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发展具有强大价值感召力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通过构筑

文化建设的中国价值，在文化创造与实

践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在人

们具体可感的行为里，在日用而不觉中

引起人们的认同和共鸣。要在全社会

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产

生活各个方面，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

基础工程抓深、抓细、抓实。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

社会形成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

量、基本道德规范，提高全民族文明程

度。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

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教育

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培养

一 代 又 一 代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注重从身边人、身边事中挖掘和诠

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构

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立健全道

德领域突出问题协同治理机制，大力宣

传先进典型，评选表彰道德模范，教育

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循公序良俗，涵

育文明新风，不断提高全社会

的文明素养，画好最大同心

圆，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增进价值认同。

（下转第10版）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前进方向
□ 欧阳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