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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

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

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极端

重要”四个字，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

高度，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摆在治

国理政更加重要的位置。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

书记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国

内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举旗定向、谋

篇布局，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

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

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推进了重大理论创

新，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

识进入新境界。文明生生不息，思想与时俱进。

距今约5000年前，黄河流域飘起缕缕炊烟，中

华民族点燃了文明火种，经过先秦的百家争鸣、

汉唐的儒释道融合、宋明的集成创新，中华文明

圣火千古未绝。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被蒙上了

厚厚阴霾，人民的文化自信跌落谷底，直到中国

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才逐步重构中华文明的自

信内核。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长期的浴血奋战和艰

苦奋斗过程中，锻造了具有丰富内涵的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华文化注入了红色基

因。改革开放后，兼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经历

从仰视到平视，从跟随到交融，更加坚定中华民

族文化自信，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达到空前

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

略高度，以更加宏阔的历史视野、更加深远的战

略考量，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

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2013年8月，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召开的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

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新的文化

使命”这一重大命题，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兴盛”；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以“九个坚持”概括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

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把统一思

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

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两个结合”重大论断首次正式提出，

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2年

10月，党的二十大从五个方面重点部署文化建

设工作，要求“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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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总结中华文明的五个突

出特性，对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

合”进行了深刻阐述。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就

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文化传承发展等各个领域，进行通盘考

量、系统部署、分类指导，构建了一个科学

的、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文化思想体系，推

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并伴随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实践过程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关于社

会主义文化思想的集大成，是我们党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系统总结、日益完

善，开创了基于历史寻根、理论追溯、现实思

考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让马克思主义成为

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

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

化的文化形态，是全面彰显文化主体性的思想

结晶。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明确了实践遵

循，奏响了我们党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强音。文脉

国脉紧相连，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

强。党的二十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吹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历

史号角，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国人民迎来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

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紧紧聚力这一伟大进

程，极大焕发了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历

史创造精神，文化自信心显著增强，文化主体

性得到极大巩固，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迎来新辉煌。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

险挑战并存，当前俄乌战争、巴以冲突正加速

百年变局演进，大国竞争泛意识形态化、西方

意识形态联盟对抗、意识形态妖魔化污名化等

风险挑战日益剧增。越是奋勇前行，越需要文

化支撑、精神激励。面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

形势新挑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

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

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紧扣“明

体达用、体用贯通”鲜明特点，牢牢抓住中华

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优秀传统文化这

个“体”，紧紧把握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

际、经世致用这个“用”，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

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

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

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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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

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体现我们党以果敢的

创新锐气、深刻的实践勇气，全面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信心决心，进一步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的

历史阶段以文化人、凝魂聚气的重大历史使

命，在文化建设层面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世

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强大指引，绘制了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图景。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升了中国文化

竞争力与话语权，开启了我们党加强文明交流

互鉴的崭新篇章。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

互鉴而丰富。目前，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

地区、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不同

民族创造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中华文明始终在

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从张骞出使西域、玄奘

西行、郑和七下西洋、“伊儒会通”，到近代以

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

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中华

文明始终以开放姿态、包容胸怀立足于世界。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亲仁善

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中

华文明的对外交流互鉴，既不是搞文化输出，

也不是要输出中国的价值理念、制度模式、发

展道路，更不是要搞文化霸权、“党同伐异”的

小圈子。“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刚刚闭幕的杭州亚运会，在虚实结合的科

技加持下，在传统与现代的古今碰撞下，良渚

文化、西湖文化、拱宸桥文化等中华文化绽放

独特魅力，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为世界打开

了一扇观察中华文化的时代新窗。北京冬奥

会、成都大运会同样精彩纷呈，向全球展现了

中华文化兼纳百川、包容四海的雍容气度。丝

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目前已成功举

办六届，历届敦煌文博会全方位展示丝路文化

魅力，以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合作为主题，高

质量推动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成为中国与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的重要支撑。除此之外，中非合作论

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北京文化论坛等一系列主场外

交活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经验，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

性、和平性得到充分释放。在当今世界文明交

流互鉴中，中华文明正以其独特而丰富的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展现新气象、发挥

新作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精确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所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等共同价值，坚持以文载道、以文传

声、以文化人，深入开展中外文化对话，积极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必将为世界和平发展、

共同繁荣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必将为维护人类

文明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新的演变贡献更多

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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