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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3日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
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牢牢把握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聚焦聚力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
人民的首要政治任务，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
化，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新时
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进一
步回答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
重大问题，为我们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党
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
文化思想，在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要坚持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准确把握新的形势和任务，不断
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蔡奇强调，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在真学真懂真信

真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不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引向深入。要围绕增强信
心、凝聚共识构筑主流舆论新态势，持续加强正面宣传和舆
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推进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培育时代新风新
貌。要加强文化精品创作生产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升
国际传播效能。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确保党的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主持会议并作
工作布置，强调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理论
武装工作走深走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深化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繁荣文化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增强国际传播效能，有
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建设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要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
高度政治自觉、饱满精神状态、顽强斗争意志、科学思路方法
做好工作，努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国务委员谌贻琴出席
会议。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蔡奇出席并讲话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繁重艰
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顶住外部压
力、克服内部困难，锚定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
图，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迈出坚实一步。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回望过去一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自觉担负
起新的文化使命，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
建设的战略部署，强化思想引领、不断守正创新，
大力唱响强信心的主旋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
条件。

高擎思想旗帜 深化理论武装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提出
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与会同志进行了
深入讨论。在与会同志形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上，会
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时代孕育思想，思想指引航程。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

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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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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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置于全方
位、系统性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大格局中，2023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不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深化主题教育，掀起学习热潮——
2023年11月18日，一场精彩的“主题教育进

行时”专题学习活动在江苏省海安市滨海新区举行。
活动中，滨海新区驻沪流动党员们进行理论

学习、开展分享交流，一轮接一轮助力家乡发展的
探讨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东海之滨到青藏
高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在全党深入开展。

从精心准备权威学习材料到创新学习方式，
把书本学、实践学、现场学结合起来，再到拓展学
习载体，注重可视化、数字化学习，推出一大批鲜
活的新媒体产品……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用一系列扎实有
效的举措，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不
断提高思想认识、感悟真理力量，为全党“大学习”提供有力支
持、营造浓厚氛围。

推进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走进北京图书大厦，《习近平著作选读》摆放在醒目位置，

吸引了许多读者驻足阅读。
作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的权威教材，这部以中

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
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案头卷”。

一年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
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
版）》等陆续出版，《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习近平外交思
想学习问答》等相继推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作为统编教材用于高校思政教学……

理论成果不断涌现，进一步深化拓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进一步帮助全党
全社会更好理解和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
基本要求。

创新宣传方式，不断入脑入心——
2023年4月26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微讲座”在天津大学

附属中学开讲。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张宇讲得深入浅出，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

为引导学生更好掌握党的政策方针，天津大学还引导学
生把学到的理论知识用于分析热点问题，并通过微信、抖音等
学生喜闻乐见的平台推送，吸引更多同龄人了解党的政策、传
播党的理论。

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
通俗理论读物《中国式现代化面对面》把宏大主题转化为

具体可感的故事、文风清新的表达；纪录片《通向繁荣之路》用
镜头语言和案例故事展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价值和
现实意义……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创新表达方式，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来到百姓身边，走进群众心间。

让科学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新闻媒体发挥
着重要作用。

一年来，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精心策划了“总书记
的人民情怀”“习近平的文化足迹”“新思想引领新征
程”等重点栏目，推出了《人民江山》《习近平的文化
情缘》等大批镇版刷屏之作，并在总书记考察调研报
道中运用多种体裁，生动阐释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全方位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大党大
国领袖的人格魅力和襟怀风范。

形式多样的理论学习、聚焦前沿的理论研究、润
物无声的理论阐释……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一系列
新举措、新成效，不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赓续中华文脉 推动创新发展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
中轴线北延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考察。

走进国家书房，总书记的目光望向屋顶。目之
所及，宋代石刻天文图展现古人智慧，星汉灿烂、
浩渺深邃。书房内，近3万册新中国精品出版物蔚
为大观。

文脉弦歌不辍，文明生生不息。
在次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以贯通古今的文化自觉，鲜明提出中华文明
五个突出特性，深入阐释“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
出振奋人心的号召：

“在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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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

赓续中华文脉、传承文明薪火，宣传思想文化战
线使命如磐、重任在肩。

一年来，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深植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丰厚沃土，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
华文化的“一池春水”被彻底激活，焕发出勃勃生机。

展现文明担当，文化遗产保护取得新成就——
位于苏州古城东北隅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

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有
着2500多年悠久历史。

2023年6月以来，“平江九巷”城市更新项目及
“古城保护更新伙伴计划”持续推进。这个昆曲、评
弹、苏绣、缂丝等非遗的聚集地，展现着原汁原味的
姑苏风韵。

守护文化传统，留住历史根脉。
从召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到有序推进

长城、石窟寺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从南海西北陆坡
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等重大考古项目取得新进展，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研究取得新成果；从“普洱景迈山
古茶林文化景观”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到大型中医药古籍整
理保护项目《中华医藏》首批成果发布……

一年来，我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持续加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渠道和途径不断拓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历久
弥新。

推动活化利用，传统文化激扬时代风采——
金面具、青铜神坛、青铜骑兽顶尊人像……四川三星堆博

物馆新馆内，一件件精美的出土文物令人目不暇接。
数百件新出土“重器”首次展出、AI算法实现文物复原、

裸眼3D还原考古“方舱”，新馆全面提升观展体验，力求更好
呈现文物背后的故事，为观众开启一场历史文化盛宴。

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紧
密结合起来，才能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山东曲阜，大型演出《金声玉振》尽显古风古韵；青海西
宁，舞剧《河湟》融入了青海花儿、河湟皮影戏等多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打开“数字敦煌”网站，经典洞窟、壁画可随时
在线观赏……

如今，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逐渐活起来了，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新的时代内涵、表现形式和生命活力。

浸润百姓心田，人民群众文化热情日益高涨——
6600万人次！这是2023年中秋国庆假期，全国博物馆接

待的观众总量。
在北京，中国考古博物馆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

筑等建成开放；在西安，许多年轻人身着传统服饰，流连于大
唐不夜城；在大同，云冈石窟景点前游人如织、络绎不绝……
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爆、“文创风”劲吹、“诗词热”兴起，传
统文化点亮群众幸福生活。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呈
现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在文旅融
合中，人们聆听着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领略着中华文化的崭
新气象。

（下转第2版）

担
负
新
的
文
化
使
命

凝
聚
团
结
奋
进
力
量

—
—

二
〇
二
三
年
宣
传
思
想
文
化
工
作
综
述

本报讯（记者 行超） 2023年12月23日，第五届“《扬
子江文学评论》奖”颁奖典礼在南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郑焱，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贾梦玮等与会
并为获奖者颁奖。

“《扬子江文学评论》奖”创办于2013年，是江苏省作协
设立的四个“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之一，每两年
评选一次。该奖已成功举办四届，共有24位评论家获奖。
获奖者年龄涵盖老中青三代，职业分布广泛。获奖作品以深
邃的思想内涵、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和卓越的艺术表达能力，
在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获得了业内
的高度认可。

第五届“《扬子江文学评论》奖”评选范围为2021-2022

年在《扬子江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本届评审分为初评、
终评两个环节。2023年2月，评审工作正式启动，经初评委
员会推荐、审核、评议，从224篇候选篇目中选出18篇入围
作品。在终评环节，由《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现场计
票，根据票数产生了6部获奖作品：陈平原《我读鲁迅四十
年——〈《中国小说史略》校注〉后记》、程德培《寂静之
声——罗伟章〈寂静史〉述评》、黄发有《当代文学史视野中
的审稿意见》、黄平《父之名：论郑执小说》、张清华《如何使
作品的结构获得形式感》、张学昕《素朴的诗，或感伤的
歌——王尧〈民谣〉论》。此外，作为《扬子江文学评论》的
初创成员，丁帆担任主编16年，带领《扬子江文学评论》从
筚路蓝缕走向春华秋实。值此创刊十七周年之际，丁帆获
颁“特别致敬奖”。

本报讯 2023年12月23日，由《小说选刊》杂志社、作
家出版社、山西省作协主办的杨遥小说集《理想国》研讨会在
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
并讲话。《小说选刊》主编徐坤，山西省作协主席李骏虎，作家
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社长鲍坚致辞，20余位专家学者与
会研讨。会议由《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李云雷主持。

邱华栋在讲话中说，当前，中国作协正在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积极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中
国作协提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积极引导作家为新时代抒写、抒情、抒怀，不断
向新时代文学高峰迈进，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精神力量。杨遥是新时代涌现出的值得关注的实力派作

家之一，他既对新时代中国的城乡生活有着深切体验，又
经受过文学写作的多种训练，相信他的文学之路会越走越
宽、越走越远。

《理想国》收录了杨遥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18部中短
篇小说，这些小说与时代结合紧密，塑造时代新人，体现出
较强的社会现实性。在创作手法和题材上，体现出可贵的
探索精神，衍生出对乡村、郊镇、城市的细微观察，以及对在
城乡迁徙流动中的空间景观、个体景观的持续不断的发现。
大家认为，杨遥的写作探索着城乡小说叙事的新经验、新路
径与新形式，在《理想国》中，可以看到新时代中国的城乡变
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以及杨遥不断超越自我的美
学追求。

第五届“《扬子江文学评论》奖”颁发

小说集《理想国》展现流动中的城乡景观

由国家民委主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目前正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本次展览分为大一统、大交
融、大团结三个单元，共展出1500余件珍贵文物古籍。图为2023年12月23日，参观者在展览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郝建伟 摄

北京出版集团出版传媒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决策部署和
北京市委有关工作要求，携手各方力量打造高水平出版阵
地、人才高地、文化基地，北京出版集团出版传媒研究院日前
正式成立。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翟德罡，北京出版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张爱军，中宣部出版局有关负责同志和研究
院专家委员会专家出席成立大会。北京出版集团党委副书
记、董事、总经理吴文学主持会议。

北京出版集团出版传媒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专家涉及党
史党建、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少儿文学、教育教学
等多个领域。首批专家包括郭义强、李敬泽、阎晶明、杨平、
顾玉才、刘宁、陈宁、张才雄、刘晓勘、陈平原、曹文轩、周绚
隆、张莉、尹传红、高锦宏、程翔等29位行业专家和知名学
者。大会向研究院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颁发聘书，并宣布韩
敬群为研究院执行院长。

北京出版集团是首都乃至全国文化出版业的一支重要

力量，拥有丰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出版资源，在出版传媒研
究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下一步，北京出版集团将努力
把研究院建成专业的出版研究中心，密切关注出版领域的发
展趋势和未来走向，更加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努力打造标
志性研究成果；建成高效的行业交流平台，充分发挥专家资
源集聚优势，深化思想互动和专业交流，有力促进前沿讯息
的互通共享；建成畅通的联接互动桥梁，顺利实现专家智力
资源供给与集团生产单位需求精准对接，为企业提质增效、
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好的服务。今后，研究院还将充分发挥
专家资源优势，定期组织各类高规格、高品质行业论坛及交
流研讨会、专家报告会等，积极助力首都出版文化事业高质
量发展。

当天还举行了“打造精品佳作 繁荣北京文化”主题座谈
会。研究院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共聚一堂，围绕精品出版、出
版融合转型、文化走出去、人才队伍建设等展开深入交流，为
北京出版集团和首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建言献策。

（见今日6-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