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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就纳米
比亚总统根哥布逝世向纳米比亚新任总统姆本巴致唁电，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纳米比亚政府和人民
以及根哥布总统亲属致以诚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根哥布总统是纳米比亚杰出领导人，生前推动
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为促进中纳、中非友好
作出重要贡献。他的逝世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巨大损失，中国
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方珍视中纳深厚传统友谊，
愿同纳方一道，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习近平就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逝世
向纳米比亚新任总统姆本巴致唁电

（一）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

至今的伟大文明，正处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新方位。
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鲜明提出这一时代课题，并作出深刻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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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

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

文明重焕荣光。”
一切伟大的实践，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引。

2023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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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
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
要时间节点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这一重要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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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
篇，这一重要思想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
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二）
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明体

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质和开放特征，展现出特有的
穿透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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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
活起来”……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
一系列战略部署，在“明体达用”中指引中华文明弦歌不
辍、别开生面，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激活中华文
化的“一池春水”，呈现“郁郁乎文哉”的景象。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
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信息化条件
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十一个方面的重大创新观
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基础性、原则性内容，成为这
一重要思想在“体”的层面的基本架构；

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
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
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
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出更多同新时代相匹配
的文化精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挖掘和阐发，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坚持我国
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深化文明交流
互鉴，打造宣传思想工作队伍，这十六个方面的战略部
署，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这一重要思
想在“用”的层面的主要内涵。

“明体达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
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既有思想理念层面
的认识论，又有实践操作层面的方法论，形成了科学系统
的思想体系。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
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
标等根本问题，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
理论创新发展的思想结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的新境界；全面铺展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框架和
整体布局，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为
深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习近平
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要
求和客观规律，在“体用贯通”中指引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
融合发展，使经济文化化，厚植发展优势，推动发展迈上更
高水平，展现出更加旺盛的蓬勃生机；使文化经济化，活化
千年文脉，激发文化潜能，展现出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从用“九个坚持”概括对
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到明确文化建设方面的“十
四个强调”，再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七个着力”的
重要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体”和“用”
有机统一，既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做什么、怎么做，既
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引解决“桥或船”的问题，系统回
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
凸显了实践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是马克思主义
活的灵魂在文化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

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
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注重从人民
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
观点新论断，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为人民所
喜爱、所认同、所拥有，充分彰显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
主义“贯通”“融通”的鲜明特点、人民性的本质属性，充分
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培元、凝神铸魂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充分证明：“第二个结合”是
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能够
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科学的理论总是与伟大的实践相互激荡。当今世界
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在民族复兴关键时期的当
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历史上非常宏大而独特
的实践创新，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
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过去更复杂、更难，迫切需要我们从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交答案。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
创新，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境界，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三）
国家之魂，文以铸之。今天，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为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这是“以文弘业、以文培元”的文化塑造力，涵养了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自信。从文物资源数字化转化、
数字化共享持续推进，到《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编纂出版，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版本
馆等文化殿堂相继落成，到《长津湖》《人世间》《雪山大
地》等精品力作百花齐放……历经新时代伟大变革，中华
文化绽放新的光芒，中华文明激扬新的活力，精神文化生
活丰富多彩，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历史源流中守望文化乡
愁，在时代气韵里坚定文化自信。

这是“奋斗才会成功”的精神伟力，极大增强了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的志气。以天为盘，以星做子，“神舟”“北
斗”“嫦娥”“祝融”“羲和”在浩瀚宇宙诠释别具一格的

“中国式浪漫”。以大地为卷，以汗水为墨，建起世界上最
快的铁路、最长的桥梁、最繁忙的港口，建成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绘就一
个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回望过往的奋斗路，新时
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
的；眺望前方的奋进路，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
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

这是“大胆探索、敢为人先”的进取品质，极大增强了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骨气。新时代的创新创造，让中国
人民更加坚定“平视世界”的自信，进一步激活了伟大创
造精神，让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涌流。今天，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理论
创新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
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实践创新不断
开辟中国发展新境界；“不仅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且要不断增强其
发展性和创新性”，制度创新推动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
理效能；“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创新成就

“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的浩荡气象……在吐故
纳新中挺立潮头，在与时俱进中开拓新局，中国人民在创
新中一路走来，也必将在创新中迈向未来。

这是“团结就是力量”的豪迈气概，极大增强了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的底气。回首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征程，是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团结之力，是“风雨无阻向前进”
的不懈奋斗，让我们不断爬坡过坎、攻城拔寨，创造了“人
心齐，泰山移”的人间奇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最大的
优势。”新征程上，14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
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在坚持“两个
结合”中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
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时代精华。作为这一重要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
文化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
践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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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我
们党有了引领新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

（四）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被冠以“中国”二字，在于其深

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文明所滋养。今天，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
化以深厚底蕴，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
了坚实文化根基、创造了有利文化条件。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
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标志性、原创性、战略性的重大思想
观点，饱含古老中华文明的丰富智慧，孕育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时代特质，指引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道路的历
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孕育出人口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致力
于团结奋斗，让全体中国人民一起迈向现代化”“致力于
共同富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致力于全
面发展，让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同样富足”“致力于永
续发展，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致力于和平发展，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五个致力于”通俗易懂，深入浅
出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让外界进一步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文化
思想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文明历史中汲取智慧，指引亿万人民以推进文明更新、进
行文化创造的磅礴伟力，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文化形态，开拓了面向未来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
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
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当中国从“现代化的迟到国”跃升
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当世界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
功实践中看到“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当历史学家

“中华文明会成为世界的引领”的预言逐步变为现实，今
天的中国人民更加从容笃定：“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
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
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
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
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
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
文明断裂的产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充分表
明，“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
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
化根基，使中国式现代化充盈着鲜明的中国气象。

（五）
“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我们追求

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
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新时代以来，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
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不仅是对世界现代
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更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
模式的新图景，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为人类
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
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如何解决发展赤字、破解安全困境、加强文明互鉴，
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中汲取
智慧和养分，深刻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
设这个世界”等时代之问，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重大理念、重大主张，为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促进
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正确精神指引——

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
的美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
渊源。“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人类是
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
从中国与世界共同利益、全人类前途命运出发，提出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多次写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
等多边机制重要文件。这一体现“天下一家”“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历史智慧的中国方案，凝聚了各国人民共建美
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

“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
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
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计利当计天下利”，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150多个国
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
一从历史深处走来、充满东方智慧的“具有磁石般吸引力
的伟大方案”，让“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重新互联互
通，让“陆锁国”变成“陆联国”，为推动建设开放包容、互
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提供强大动力。

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
“发展是破解各种难题、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努力不让
任何一个国家掉队”“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
念”，习近平总书记从全人类福祉出发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目前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
际组织支持，70 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
组”。这一彰显“以民为本”“人民至上”思想底蕴的重大
倡议，旨在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形
成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和平发展思想是
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
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在重要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
型安全之路。这一传承“以和为贵”“和合共生”等理念的重
大倡议，旨在促进世界安危与共，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让
和平的阳光照亮世界，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
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
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
包容特性。“多姿多彩是人类文明的本色”“文明因交流而

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
倡议，强调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加强人文交流合作。这一渊源于“和而不同”“和羹之美，
在于合异”等观念的重大倡议，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
容的文明观，旨在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赓续人类文明
的薪火，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为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注入强大动力。

…………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民是推进现代化最坚

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
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面对历史十字路口的
现代化之问，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
性”等重大命题，深刻指出“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
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为各国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在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指明了正确方向。

（六）
从数千年的历史时间中走来，融入万物互联、无远弗届

的数字时代，奔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更遥远的未来。这揭示
一个道理：中华文化始终在与时代的“对位”中保持旺盛活
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着无与伦比的包容性与创新性。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今天，当亿万人民都有了“网
民”这个新身份，网络世界、数字时代将为文化景观和心
灵图景涂抹怎样的色彩？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如何引导“智能向善”？当新的文化场景不断打开，把
握“故”与“新”、统一“常”与“变”，融汇“你”“我”“他”，才
能真正在文化上“站稳脚跟”。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自我作古”的勇气，“但开
风气”的眼界，都是为了在传承不绝的文化谱系、风云激荡
的文化图景中，定位复兴之路上的文化坐标。奋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
引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深化理论武装上下功夫，
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上下功夫，在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建设上
下功夫，在促进文化繁荣上下功夫，在增强国际传播效能
上下功夫，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上下功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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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脚下站立的土地，是诞生了绵延不绝而又辉光日新
的中华文明的广袤大地；耳畔回荡的涛声，来自长江黄河
奔流不息、汇入大海的澎湃大潮。新征程上，让我们坚定
文化自信，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坚持走自己的路，
始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
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
上的独立自主，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
化品格中，展现昂扬向上的风貌，涵养理性平和的心态。

“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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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上，让我们坚持守正创新，坚守好马克思主义
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有效把马克思
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在观
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中不断总结凝练时代的思想
精华，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
检验真理，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七）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曾这样展望：“随着经济

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
高潮……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如同波澜壮阔的长河，中华文明一路奔涌而来，滋养
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浇灌出中华大地的勃勃生机。
当中国式现代化标注中华文明前进方向，打开中华文明
创新空间，激发中华文明强大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话语
坚定：“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
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
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一
项充满风险挑战、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宏伟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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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使命的召
唤，更是时代的必然。

向着光荣梦想的远征，向着光明宏大的未来，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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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文化的
号角、扬起文化的风帆，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我们有这样的胸怀：“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
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有这样的豪情：“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
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我们有这样的自信：“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
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
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征途漫漫，文以化人。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据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任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