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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
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
想，要求全党全国持续加强对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并自觉
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
和全过程。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可以从历史、理论、实践三重维度认真
领悟、深入把握。

从中华文脉的传续发展领悟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历史厚度。参天之树，必有其
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习近平文化思
想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的形成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中国共
产党文化建设的百年积淀。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几千年以来形成了实事求是、知
行合一等文化精髓，孕育了源远流长、绵
延不断的文化历史，涵养了革故鼎新、辉
光日新的文化品格，创造了多元一体、团
结统一的文化奇迹，谱写了深水静流又
波澜壮阔的文化画卷。近百余年来，中国
共产党担负着赓续文脉、续写辉煌的重
任，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文化救
国走向文化强国，引领中华文化从文化
危机走向文化繁荣，推动中华文明从明
珠蒙尘走向璀璨夺目，积累了极其丰富
的文化建设经验。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
化思想在批判继承千年文化、百年经验
的基础上守正创新，深刻回答了中华文
明往何处去等文脉传承发展的重大问

题，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

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创新
中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深度。马
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
根本指导思想，它指导我们改造物质世
界的同时深刻地改造了我们的精神世
界，激活了中华文明的蓬勃生机与旺盛
活力。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
义认识文化、改造文化、建设文化和发展
文化，文化愿景上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
化走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任
务上从依靠文化战线走向建设文化强
国，文化精神上从文化自觉自救走向文
化自信自强，文化格局上从文化的“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走向世界的“文化交流、
文明互鉴”，文化方略上从“一个结合”走
向“两个结合”……极大地改善了中华文
化的精神风貌与现实处境。习近平文化
思想当中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
的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
新时代的创新应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关于文化本质、文化价值、文化作用、文
化发展的重要思想贯穿其中，进一步回
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
重大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文化理论。
从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谋

篇布局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高
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源于现实、高于现
实又能指导现实、回归现实，既有文化
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又有工作布
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
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担负起新的文
化使命、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
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
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等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的提出，是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中华文明
往何处去的深切回应，是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征程中继续推进文化繁荣的
规划布局，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进程中如期建成文化强国的
科学部署，是站在文化视角对新时代
如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的 现 实 回 答 。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明
确了路线图和任务书，具有很强的政
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
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
科学的行动指南。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从三重维度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
宁小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
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承中
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前无古
人的开创性事业中，必须处理好守
正与创新的关系，在守正中把稳舵
盘、保持航向，在创新中寻求突破、
扬帆远航。

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才能不迷
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
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和创新
相辅相成，体现了“变”与“不变”、继
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
统一。

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
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守正创新，
既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恪守正道、革
故鼎新的文化传统相承袭，又与我们
党一贯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品格相贯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在立场、方向、原则、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旗帜鲜
明、毫不含糊，着力正本清源、固本培元，高扬马克思主义旗
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同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以巨大勇气和魄力推
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
创新，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的生机活力，极大促进了经济社
会创新发展。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守正不是墨守成规、
一成不变，创新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创新基础上守
正，才不会故步自封，才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守正基
础上创新，才不会偏离方向，才能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锚定既定目标、保持战略定力，
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必须旗帜鲜明对待立场、方
向、原则、道路等根本性问题，必须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
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
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
导新的实践，以新的实
践铸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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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2%，服务零售额
同比增长19.4%……日前，国家统计局发
布 1—8 月中国经济数据。一系列主要经
济指标均出现超预期增长，引发外媒关
注。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企稳回
升，在持续恢复中展现强大韧性与强劲活
力，向全球释放积极信号。

在1—8月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中，8
月的数据尤为亮眼。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4.5%，较
7月的3.7%有所加快，超出路透分析师预
估的 3.9%。这一增长速度创 4 月以来最
快。衡量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月
同比增长 4.6%，增长速度是 5 月以来最
快。上述两项数据也超过了《华尔街日报》
分析师4.1%、3.45%的增长预估。

据埃菲社报道，8月，中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出现较大增幅。分三大
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制
造业增长5.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增长0.2%。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还强调了一些特定产品的表现，如太阳
能电池、服务机器人、光电子器件产品产量
同比分别增长77.8%、73.7%、29.9%。此外，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8月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称，中国经济
正阶段性企稳。中国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同比由负转正。中国国家统计
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0.1%，扭转7月份同比下跌的势
头，环比上涨0.3%。报道引用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
凌晖的话称，总的来看，8月主要宏观经济
指标边际改善，国民经济恢复向好，高质
量发展扎实推进，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中国消费通胀回归，经济压力得到
缓解”，美国《华尔街日报》以此为题刊文
称，对中国政府来说，8月主要经济指标恢
复增长趋势是个可喜迹象。

综合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澳大
利亚金融评论报》等媒体报道，在中国 8
月经济数据呈现出经济企稳迹象后，摩
根大通公司和澳新银行9月15日上调了

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23 年经济
增长率的预测。这两家机构将各自对中
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预测提高了
20 个基点，分别达到 5%和 5.1%。摩根大
通公司说，零售额的显著复苏和服务活
动的增加是最大的意外。摩根大通公司
经济学家朱海斌说，8 月中旬以来公布
的政府稳增长政策是渐进式的，但涉及
面很广，很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助力
实体经济。

彭博社报道称，8月暑期出游热潮以
及中国政府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提振了
消费支出和工厂产出，使得中国经济在8
月出现回升，更多经济企稳的新迹象开始
出现。“中国政府近段时间加强了促经济
增长措施，公布了刺激更多家居用品支出
的计划，加快发行债券为基础设施项目提
供资金，并放松对大城市购房的限制”。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银行（央行）调查
局中国经济组发布报告指出，近期主要经
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走势基本符合预
期，中国内需在服务消费和基建投资的带
动下呈现恢复势头。

“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会很快恢复
元气。”《日本时报》网站刊文指出，中国的
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经济向好释放积极信号
贾平凡

保障改善民生、实现共
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不懈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
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
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7 月 24 日召开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
强调“兜牢兜实基层‘三保’
底线”。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
基本社会保障是最基础的
民生保障，也是人民共享民
生的基本权利。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顺应人民期待，
推动实现了社会保障“全覆
盖”，统筹社保“一张网”，城
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普遍
提高。当然，我国社会保障
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共
同富裕的期待还有差距，
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
整合不够，城乡、区域、群
体之间社会保障水平还有
差异。筑牢民生基本社会
保障，不仅关系我国社会
长期稳定，也关乎我国新
发展格局的形成，是促进

共同富裕进程中必须解决
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新征程上，必须把增进
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作
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既
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做到
全国一盘棋，以推动社会保
障“人群全覆盖”为着力点，
从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
入手，加强基本社会保障制
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完善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
度，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
筹，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健全
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
制度，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健
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
关爱服务体系，加大保障
性住房建设和供给，逐步
实现全体国民基本社会保
障平等共享，织密筑牢社
会保障安全网，不断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

推动全体国民
基本社会保障平等共享

肖万春

形势政策教育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权威解读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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