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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5月30日给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的学生们回信，对他们予以
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看到来信，我回想起20年前为你们学校培土奠基的情景。得
知这些年来学校越办越好，同学们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健康快乐成长，我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把家乡建设好，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你们这一代人接力奋斗。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
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
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
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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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关乎国本、国运。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鲜明提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深刻

阐述“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的时代强音。

一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于文化传承与发展中汲取自信力量，亿万中华儿女

向着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阔步前行。

新高度：推进文化传承发展和繁荣
兴盛的根本指针

京城夏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内的中国考古博物

馆观者如云。

新石器时代“7000岁”的陶人面像、二里头遗址

绿松石龙形器、商代象牙杯、周代铜牺尊……展厅

里，一件件华夏瑰宝无声讲述着文明星河的赓续。观

众注视着它们，眼中满是对灿烂文明的骄傲。

文明立世，文化兴邦。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中国国家版本

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

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

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以前提是彼此契

合、结果是互相成就、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

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深刻阐述“两个结合”的重

大意义……

一系列重要论述，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充

盈中华文化独特气韵，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科学指引。

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小桥流水，河街

相邻。

2023年7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后一个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代代传承的苏绣，令总书记

感慨万千：“中华文化的传承力有多强，通过这个苏绣

就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功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

韧性、耐心和定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一番话，阐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人血液里不变的

根、本、魂，流贯的意、蕴、脉，传承的精、气、神。

思考着中华文明的古与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的关键时期，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身体力行推动中华文化

再铸辉煌。

以文赋能，满足人民期盼——

“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

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

2024年5月17日，党中央首次召开以旅游发展为主题的

重要会议——全国旅游发展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擘画“诗和远方”美好图景。

在陕西汉中，强调“汉中藤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久负盛名，

要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江西景德

镇，叮嘱“加强创意设计和研发创新，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

强”……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交融共

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鲜明的人文底色。

以文化人，厚植精神伟力——

“我们对这些历史都很早就了解，但还要学而时习之，反复

琢磨、吸取营养，从中去提炼、去升华我们的领悟。”2024年2

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平津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江山的来之

不易。

代表党中央祝贺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落成使用，赞叹“看过

以后民族自豪感倍增”；在江苏盐城参观新四军纪念馆，感慨

“这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要用好这

一教材”；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

深讲透讲活”……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中华

儿女的志气、骨气、底气愈加昂扬激越。

以文相交，奏响文明乐章——

2023年12月3日，一场以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

实证——良渚遗址命名的论坛在杭州举办。

在致首届“良渚论坛”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

发出“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成就”的真诚希

冀，令现场中外嘉宾心潮澎湃。

出席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向2023北京文化论坛、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

相继发去贺信……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和谐共生

中“日新又新”，世界文明百花园愈加姹紫嫣红、生

机盎然。

先进思想与非凡事业彼此辉映，科学理论与伟

大实践相互激荡。

2023年金秋，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在新

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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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

度。

新气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
出坚实步伐

5月岭南，草木葱茏。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集中亮相的活版印刷、景泰

蓝等蕴含东方智慧与美学的传统技艺引人关注。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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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中

华文化的“一池春水”生机勃勃。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千年文脉绵延繁盛——

北京延庆，八达岭长城景区游人如织。登高望

远，雄伟的长城在崇山峻岭间曲折蜿蜒。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

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

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2024年 5月14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

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

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守护精神家园，留住历史根脉。

从召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到印发《长江文化保护

传承弘扬规划》《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关于加强

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顶层设计不断完备，为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文物家底；到“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取得新进展，古老中国的面貌日渐清晰；再到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展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保护力度持续加大，保护渠道和

途径不断拓展，中华文脉传承不绝、历久弥新。

推动活化利用，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博物馆很重要，我从小就爱看博物馆，小时候北京的博物

馆我差不多都看过了。”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有感而发，希望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多一些和博物馆的深度接触，进一步增强历史感。

博物馆里，承载历史记忆，传承绵长文脉。

殷墟博物馆新馆，近4000件套珍贵文物展现商文明的厚

重与辉煌；辽宁省博物馆“簪花”系列手作饰品等文创产品新意

十足；湖南博物院通过AI等相关技术，令汉代辛追夫人化身

3D数字人，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年来，全国6000多家博物馆各显特色，生动展现中华文

化的风骨神韵。2023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2.9亿人次，创历

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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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2版）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5月31日，中国国家版本馆

第二批版本捐赠入藏大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讲话。

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国家版本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擘画建设的文化传世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对历

史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承念兹在兹、关心备至，体现出新时

代共产党人的文化情怀和文化担当。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中国国家版本馆一周年之际，我们齐聚一堂，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共

襄捐赠入藏的文化盛事，很有意义。

与会嘉宾表示，文献典籍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和血

脉，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

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建设好国家版本馆，保藏好文

献典籍、赓续好中华文脉。要稳步有序推进版本征集工作，

摸清版本家底，完善收藏规划，丰富征集途径。要扎实做好

藏品保护，加强安全制度措施。要深化对版本的研究，推出

高质量研究成果。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

同志和捐赠代表等参加会议，会后参观了捐赠入藏精品

版本展。

中国国家版本馆第二批
版本捐赠入藏大会在京举行

李书磊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5月31日，中国作协2024年度“作家定点深

入生活”项目入选选题公布，经专家论证，并报中国作协书

记处审批，确定29项选题入选。孟昭旺的长篇小说《北乡

谣》、姚鄂梅的长篇小说《挚爱进行曲》、胡小平的长篇小说

《出路》、潘红日（红日）的长篇小说《姐夫同志》、强雯的长篇

小说《静水深流》、张生全的长篇小说《稻草梦》、李卓玛（卓

卓玉马）的长篇小说《香仙巴郎》、李志伟的长篇小说《乾坤

大地》、谢梅李（绿雪芽）的长篇小说《永和之路》、肖睿的长

篇小说《奇异沙漠》、董迎雪（腊七小雪）的长篇小说《千年之

路，香醇依旧》、崔湘青的中短篇小说《子非鱼》、任林举的报

告文学《仓廪事》、陈子铭的报告文学《等风来——寻找“台

批”里百年家族》、钟秀华（朝颜）的报告文学《阡陌深处》、孙

岸英（雅楠）的报告文学《西部雄师》、侯健飞的报告文学《瓷

与艺：天人合一》、姚友本（姚瑶）的报告文学《“村超”：中国式

现代化的幸福标本》、任茂谷的报告文学《新疆棉花传奇》、李

丹莉的报告文学《星光璀璨——新疆科学家成长故事》、温亚

军的报告文学《沙漠之水》、赵晓梦（梦大侠）的诗歌《蜀道

上》、成路的诗歌《行旅秦岭采谣诗》、吕波（漠耕）的散文《辽

阔的春色》、刘道予（刘予儿）的散文《葡萄园中的尼雅》、葛

小明的散文《大树独立街头》、孔会侠（会侠）的散文《光阴中

的麦积山》、梁英（落英）的儿童文学《荒岛上的爸爸》、曾维

惠（紫藤萝瀑布）的儿童文学《亲爱的三朵》入选该项目。

据悉，29项选题的深入生活地点分别为河北省沧州市

南皮县寨子镇董北村；湖北省宜都市、江苏省无锡市；湖南

省邵阳市隆回县金石桥镇月山村；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

都安瑶族自治县龙湾乡人民政府；重庆市九龙坡区金凤镇；

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七里坪镇桃源村；青海省海东市互助

县五十镇班彦村、松多乡哈什村等；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捷

文村；福建省福鼎市硖门畲族乡柏洋村；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库布齐沙漠；中国铁路沈阳局、云南咖啡豆相关跨境

电商所在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秀社区、山东省莱州市

东关村；中储粮吉林分公司下属的各地69个直属粮库；福

建省漳州市各县市区；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镇、九堡镇等10

个传统古村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工师各团场及工地；江

西省景德镇市陶溪川社区、陶阳里社区；贵州省黔东南州榕

江县三宝侗寨；新疆农科院农一师棉花试验基地、极飞科技

超级棉田等从事棉花育种种植机械制造的单位；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和田市、喀什市部分乡村，中科院新疆分院、塔里

木石油基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等；陕西省、甘肃省、四川省、重庆市蜀道；秦岭山脉

横跨的58个县（市、区）的113个田野考察点；内蒙古自治

区巴彦淖尔市各旗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民丰县卡

巴克阿斯坎村、吐鲁番市牙尔镇牙尔村等；山东省日照市五

莲县街头镇、五莲县洪凝街道下辖村落；甘肃省天水市麦积

山石窟艺术研究院；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重庆市江

津李市中学校、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林家嘴3组245号。

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
生活”项目入选选题公布

本报讯 5月31日，中国作协2024年度“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评审结果

公布，经专家论证和中国作协书记处审批，确定10部作品

入选。雷巧燕（洛施，畲族）的长篇小说《畲山》、王刚（水族）

的中短篇小说集《为你种一棵树》、王灿鑫（北雁，白族）的中

短篇小说集《乡村群雕》、王秀琴（郭乔，回族）的中短篇小说

集《银凤凰》、石庆慧（侗族）的中短篇小说集《美丽人生》、黄

干（牛依河，壮族）的诗歌作品《重叠的事物》、永琼桑姆（城

鸦，藏族）的诗歌作品《古海·高韵之地》、马永霞（回族）的诗

歌作品《桑树下的迁徙》、宋雨薇（满族）的散文作品《别一种

叙述》、雍措（藏族）的散文作品《消失的故事》入选该项目。

入选作品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中国作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项目评审结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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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26日，参观者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内观看展品。 新华社记者 李 安 摄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6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发出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号召，为中国文化建设指明了目标方向。在座谈会召开

一周年之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共同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很有意义。

与会嘉宾表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贯通传统与现代、过

去与未来，是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也是催人奋进的目标愿

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增强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

的责任感紧迫感，增强文化自信，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出更多熔铸古今、汇

通中西的学术成果，更好推动学术和文化繁荣。要坚持“两

个结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不断开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提升学术创新能力，立足

中国田野、研究中国实际、发展中国理论，汲取国外有益学

术成果，培育高水平社科人才队伍，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

体系。

会前，与会嘉宾参观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工作

回顾暨科研成果展。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研 讨 会 在 京 举 行

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