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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六个坚持”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作出系统概括和阐述，并将

“坚持人民至上”作为首要内容，凸显了中

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和立场原

则。“人民至上”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的真理光芒，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智慧力量，系统阐述和深入挖掘中国共产

党坚持人民至上的理论渊源，对于激励广

大人民群众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至上”的

核心要义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重要理论源

头，其核心要义体现了对人民主体地位和历

史作用的深刻认识。人民群众被视为历史的

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从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马克

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

性作用。从“人类解放”的角度来看，马克思

主义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最高价值追

求。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这些核心要义，为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

价值理念的重要思想源泉。

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与

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马克

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并在不同历史

时期结合中国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

伟大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

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

义人民观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强调要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人民群众

有无限的创造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

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

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

还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要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使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在新时代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与转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对中华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批

判性继承，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一是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如

《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

了民众是国家的根基；孟子的“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突出了民众在国家中的

重要地位；还有孔子提倡的“仁者爱人”

“为政以德”等思想，都体现了对民众的重

视。这些民本思想为“人民至上”理念提供

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历史渊源。二是对传

统思想的超越与转化。中国共产党对传统

民本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超越了阶级和历史局限性。传统民本

思想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而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理念则是将人

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真正赋予人民当家作

主的权利，将民本思想提升到了一个全新

的高度。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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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志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得到了

极大的改善和提升，但精神文明建设还相

对滞后，人民群众对优质精神文化的需求

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更加强烈。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

品供给机制”的改革，为加快建设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路径。

拓宽优质文化资源供应盘

提升优质文化资源供给水平，在做大总

量的同时，优化文化资源结构。一要针对不同

人群提供不同类型优质文化资源。不同人群

的生理、心理发展程度不一样，对优质文化的

需求也必定不一样。老、中、青、幼，男性、女

性，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残障人群等不同

人群，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精神文化需要。二要

针对不同区域提供不同类型优质文化资源。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区、郊区和农村，

因为经济水平、整体素养的差异，对精神文化

的需求层次也会不一样，要因地施策，提供不

同类型的优质文化资源。三要针对不同时间

提供不同类型优质文化资源。每个特定的历

史阶段，发展程度不一，对优质文化资源的认

定标准也会不一样，必须与时俱进，顺应时代

发展潮流，提供优质文化资源。

夯实优质文化资源承接服务网

文化资源需要一定的物理实体来承

接，当前一些地方公共文化设施还比较落

后，服务水平跟不上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一要科学合理布局。加强规划的前瞻性、科

学性、针对性，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

口发展规律，科学布局公共文化设施，坚持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大公共文化事业投

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要加强资源

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分布不均匀现象不同

程度存在，必须做好整合、融合文章，统筹

各类城市要素，做到共建共享。三要提升使

用效率。一些地方公共文化设施建成之后

因为种种原因，长期闲置，造成资源浪费。

要做好文化资源的后期运营管理，激活“沉

睡”的资源，提升使用效率。

加大优质文化资源本土开发量

既要承接好上级优质文化资源的落

地，也要加大本土优质文化资源的开发力

度，不断丰富优质文化资源的“菜单”，更

好地方便群众“下单”、政府“派单”。一要

做好本土文化精神挖掘。每座城市都是复

杂的综合体，有其独特的人文历史积淀、

民俗风情、传统技艺、英雄人物等，要对城

市历史上的文化特征和地域特点进行追

溯挖掘，找到自己的文化基因内核和精神

文化价值所在，打造鲜明的文化标识。二

要做好场景宣传推广包装。酒香也怕巷子

深。要通过举办文化节庆活动、展览展示、

讲座论坛等方式，充分运用多媒体、自媒

体等现代宣传工具，多角度、全方位地宣

传推介本土文化。三要做好传承创新结合

文章。保护好、传承好本土文化，让更多群

众浸润本土文化的熏陶。要在做好保护的

前提下，将本土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

应，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提升优质文化资源群众接受度

从文化资源受众的角度来看，提升

人民群众对各种类型文化的接受程度，

使各种文化类型被群众所喜爱，也就间

接扩大了优质文化资源的供给水平。一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优质

文化资源不一定全是“阳春白雪”，不能

孤芳自赏、高高在上，那样只会曲高和

寡。也要有“下里巴人”，贴近生活、融入

群众，雅俗共赏，要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

导向，讲好身边事，服务身边人，这样群

众才不会有隔阂感。二要完善文化服务

供需对接的机制。传统的文化服务是一

种“自上而下”式的输送，群众只能被动

接受，可自主选择的空间小。要创新开展

“自下而上”的供需对接机制，提供“菜单

式”公共文化服务，提升文化服务效能。

三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文

化传播的手段方式和群众的接受程度存

在密切关系，要创新传播形式，多运用信

息技术、声光技术等传播手段，全面刺激

受众感观，增进文化理解；多采用互动

性、沉浸式的传播手段，实现互动交流，

提升群众获得感。

（作者单位：长沙市芙蓉区委党校）

优化文化资源供给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廖 琳

近段时间，在四川省宜

宾市屏山县某纺织厂工作

的年轻人一把火烧了厂房

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

是该年轻人因为厂方拖欠

800 元工资而报复烧厂，此

说法一出，部分网友便对该

年轻人深表同情，指责厂方

因小失大、自食恶果。

然而，公安部门的调查

结果却并非如此，该县公安

局随即发布了辟谣公告，拘

留了几个造谣人员。自从网

络走入千家万户以后，以讹

传讹、“三人成虎”的故事也

就数字化了，类似的谣言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传播得快、

传播得广、影响得深。今年

以来，在网络上影响恶劣的

谣言有“AI 预测彩票号码

百分百中奖”“广东冰雹比

鸡蛋还大”“杭州滨江发生

恶性刑事案件”等。一些社

交平台里，谣言更是不胜枚

举。

4 月 27 日发布的《中国

网 络 法 治 发 展 报 告（2024

年）》指出，2024 年，公安机

关共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

件 11.9 万余起，涉及网络谣

言案件 4.2 万余起，并查处

造谣传谣违法犯罪人员 4.7

万余人，关停违法违规账号

33 万余个，清理网络谣言

信息 252 万余条。

“情绪化”与“猎奇心

理”是谣言得以在网络扩散

的关键。在一些极端情绪的

煽动下，许多网友不辨真假

地传播谣言，同时网友又因

为猎奇心理广为传播，于

是，谣言在短时间里便传到

全国各地。

谣言的危害是非常大

的，肆意传播谣言，不仅会

损害当事方利益、败坏社

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更

属于违法行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散布谣言的，处以拘

留与罚款。对此，相关部门

应 切 实 履 行 信 息 监 管 职

责，做好“信息守门人”，大

力打击造谣传谣的违法行

为；信息发布平台要扛起

社会责任，规范信息发布

流程，把牢信息发布关口，

不为谣言提供生长空间；

个人需增强法治意识和社

会责任，自觉做到不造谣、

不信谣、不传谣。

对网络谣言说“不”
王朝帅

儿童节期间，不少父母忙

着为孩子精心准备礼物，用心

安排节日活动，不少学校编排

各种表演节目，以期留住孩子

们成长的印记。一些景区则以

免票或半价的大礼包，加入这

场节日欢庆，为孩子们送上节

日的祝福。

在几乎所有人的概念中，

儿童节应该是也必须是欢乐

的、童真的、无瑕的甚至梦幻

的。这一天，应该也是聚焦儿

童生存境况并认真思考儿童

发展问题的契机。众所周知，

“六一”国际儿童节的由来，本

就与一段悲惨的历史有关。设

立这个节日的初衷，也是为了

悼念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为

了保障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

和受教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

生活。

对于生活在当今中国的

少年儿童来说，早已没有战乱

之苦，而且有“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的家底作支撑，他们享

有优越的发展环境和条件。随

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升

以及人口形势的变动，儿童的

价值被重新认识，他们也得到

更多的关注和托举。

我们关注孩子中的“小

胖墩”“小眼镜”，我们关注孩

子们沉重的书包，我们关注

农村孩子的营养餐和城市孩

子的培训班，我们同样关注

人工智能下的家庭教养和学

校教育变革……我们的孩子

生逢黄金时代，拥有光明的

未来。但儿童成长现实世界

中的那些问题，新旧交织，它

们以新的或旧的面貌反复出

现，提醒我们儿童教育这条

路道阻且长。

留守和流动儿童养育难

题待解。目前，全国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比例相当高。这些儿

童在社会化的早期，无法持续

从家庭获得情感支持和生活

学习上的帮助。随着城镇化进

程的推进，又有更多儿童从

“留守农村”变为“留守城镇”，

这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

他们面临的成长困境。

互联网沉迷难题待解。这

一代儿童是不折不扣的“数字

原住民”，对于他们中不少人

来说，他们更多通过手机、电

脑的屏幕认识身边的现实世

界。但网络游戏和快速发展的

短视频也日益全方位深度渗

透儿童的日常生活。如何合理

利用互联网及应用而非陷入

沉迷，几乎是每一个家庭都要

面对的问题。这种媒介使用方

式如何影响这一代的认知及

思维方式，以及他们未来所生

存的世界，是我们需要严肃对

待 和 思 考 的 议 题 。“ 救 救 孩

子”，是一些沉迷网游孩子的

家长的呼唤。

青少年精神健康“危机”

待解。相信很多人都有相同的

体会：这一代的孩子物质普遍

富足，但要快乐也变得不再那

么容易。社交网络热门话题榜

上，“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

24.6%”的话题就引起不少关

注。在成长的道路上，很多孩

子因多方面因素影响面临较

高的心理健康问题，游走在危

险的边缘。

值得指出的是，任何“儿

童问题”，大概率背后都是“大

人问题”，更准确地说，是“社

会的问题”。儿童问题，更多是

一些社会问题的表征。在任何

时候，抚养下一代都是一项责

任重大、不容懈怠的艰巨任

务。也正因其艰巨，而愈加神

圣与伟大。作为“大人”，该如

何为儿童创造一个更平等、更

自由的世界？我们当常思之并

践行。不只在儿童节这一天，

而当在这之后的每一天。

优 化 儿 童 教 育 环 境
促 进 孩 子 健 康 成 长

文光明

群 言 堂群 言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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