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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林晖王子铭王思北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

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
引。

2023年 10月，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国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习近平
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标志着我们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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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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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旗帜、明方向，守正道、开新局。一年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融汇激荡，为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
神动力。

指引文化发展新方向

秋日的北京碧空如洗，宽阔的长安街上
阳光铺洒。坐落于西长安街延长线的京西
宾馆，静谧而庄严。

一年前，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
这里举行，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
指明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肩负的职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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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长河中审视文化推动人类文明
进步的重要地位，在时代大潮中把握文化引
领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在世界风云中认识
文化塑造综合国力的重要影响，在人的全面
发展中发挥文化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文化发展新方向。

几天后，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后

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走
进景德镇，将文化传承发展作为此行一项重
点考察内容。

总书记从陶瓷文化，谈到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老祖
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
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致力于创
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总书记念兹
在兹、饱含期许。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及
大江南北，在系统谋划、身体力行中，指引宣
传思想文化事业守正创新、开拓进取，掀开
崭新篇章。

以文兴邦，充分发挥文化在治国理政中
的作用———

西宁宏觉寺，千年古刹见证了唐蕃古道
的恢宏繁盛，聆听过丝绸之路的车马辚辚，
镌刻下民族交融历史和团结印记。

2024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
察时强调：“要保护好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
族团结进步作出新贡献。”

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多元凝聚为一体，
文化认同始终是民族团结的根脉。

发挥文化功效，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
文化自觉与历史担当，将其融入治国理政的
伟大实践：

建设金融强国，提出“积极培育中国特
色金融文化”，阐明“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
等五方面实践要求，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注入
文化涵养；

推进依法治国，强调“积极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增添法治动力；

围绕党的建设，明确“加强新时代廉洁
文化建设”，推动形成以文养廉的浓厚氛围。

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将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为继续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辟了
文化新路径、拓展了文化新空间。

铸魂育人，为奋进新征程固本培元、凝
心聚力———

2024年 9月 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伴随着《向祖国英雄致敬》雄壮激昂的旋
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同他们亲切
握手，表示祝贺。

一枚枚勋章奖章，铭记着不可磨灭的功
勋，鼓舞着新时代奋斗者前行的脚步，凝聚
起全社会建功立业、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

民族复兴需要精神引领，国家发展需要
价值导航。

从在上海考察时指出“要用好一大会址
等红色资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到在江苏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传承
发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
利的精神”，再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强
调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习近平
总书记坚持以文化人，着力解决好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崇高信仰、坚定信念不会自发产生。要
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
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

号召党员“通过坚持学习党的创新理
论，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叮嘱
年轻干部“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
运用能力”，要求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同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全
党打牢理论基础、铸牢思想之“魂”，以统一
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
斗力踏上新征程、创造新伟业。

赓续文脉、留住根脉，守护好中华民族
文化瑰宝———

北京中轴线，“文化之脊”历久弥新。这
条始建于 13世纪、纵贯北京老城南北的世
界最长城市轴线，彰显着中国传统都城规划
理论和“中”“和”哲学思想，成为体现中华文
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识。

2024年 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
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加

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
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世界遗产大
会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
了新的要求。

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
责、对人民负责。

2024年 9月，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伫立于镇院之宝何尊前，习近平总书记久久
凝思：“中华文明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
深入研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其
中蕴含的伟大智慧，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热
爱，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
去。”

不忘本来才能更好开辟未来。在习近平
总书记引领下，中华文脉开枝散叶生机勃发，
升腾壮阔图景，激荡复兴气象。

开创文化发展新局面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
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一席话言近旨远。正是
文化的力量，赋予了我们坚守正道的定力、
砥砺前行的动力、改革创新的活力。

一年来，高擎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中
华文化“一池春水”生气盎然，神州大地升腾
“郁郁乎文哉”的盛大气象。

文化自信自强塑国魂———
2024年 8月 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亲切接见载
誉归来的第 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
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
“你们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厚积淀，看到了中国开放包容、昂扬
进取的时代风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锐气和底气。”习近平总书记为奥运健儿点
赞。

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
我国参加夏季奥运会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
绩，实现了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一

个自信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呈现在世人眼前。
文化自信正不断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

质与文化品格中，焕发出更为主动、更为强
大的精神力量。

文化自信来自于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体
现在我们对中国文化、历史和传统的由衷热
爱之中。

北京延庆，雄伟长城蜿蜒在崇山峻岭
间，八达岭长城景区游人如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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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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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
召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开展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推动文化遗产系统
性保护，构建大保护格局，赓续中华文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取得新进展，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整体保
护和活态传承探索新经验，全国累计发布古
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 13.9万部（件）……
不断求索文明“密码”，让古老文明的面貌变
得更加清晰。
“文博热”不断升温，“文创产品”持续热

销，“诗词热”蓬勃兴起……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人民群众对于
传统文化的热情愈发高涨。

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我们党守正创新、继
往开来，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赋
予文化发展以新的生命力、创造力。

文化强国建设铸辉煌———
2024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

察时强调：“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进文化
数字化，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增
动能增效益、为旅游休闲增内涵增魅力、为
城乡社会增正气增活力。”

（下转第 3版）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一年间

本报讯（记者李艳）近日，记者
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据第
三方大数据综合测算，国庆假期四
川共接待游客 5531.8万人次，实现
旅游消费总额 348.37亿元。按可比
口径计算，同比分别增长 11.09%、
9.48%。
“全省纳入统计的 890家 A级

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3987.31万
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4.18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21.21%和 7.73%。”四
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说。

超越历史最高水平
多个旅游景区连续“达峰”

国庆假期，四川旅游景区彰显
强劲活力，多家景区迎来“客满”盛
况。据统计，全省 17家 5A级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 426.93万人次、实现
门票收入 1.8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06%、15.48%，超历史同期最高
水平。

其中，九寨沟景区连续 4天均
达 4.1万人承载量上限。面对客流高
峰，九寨沟景区的服务保障能力和
精细化管理，赢得游客点赞。10月 2
日至 4日，剑门关景区接待游客连
续达到当日上限。峨眉山-乐山大
佛、四姑娘山、都江堰-青城山、黄龙
等 5A级景区也连续多日门票售罄，
接待量达到峰值。据悉，国庆假期，
近 20 家景区多日接待游客超过 5
万人次，宽窄巷子、武侯祠、建昌古
城、阆中古城、苏稽古镇等景区，日
均接待游客均超过 10万人次。

人气足，消费更旺。四川各地瞄
准游客需求，推出系列政策措施，积
极“促消费、稳增长”。雅安市通过
“线上+线下”“消费券+满减优惠”
等多种形式，累计发放消费券 1300

余万元，推动文旅产业形成“吃住行
游购娱”全产业链服务升级；绵阳市
发放文旅消费券 500万元，组织企
业让利 1500万元惠及游客；达州市
发放文旅消费券 200万元，推出景
区免门票等 20余项优惠措施；成都
市金牛区依托中超联赛和演唱会开
展“文旅+赛演”主题促消费活动。据
大数据测算，四川省游客消费对全
省消费贡献度达 35.31%，全面激活
文旅消费。

新亮点、新时尚
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

国庆假期，各地举办文旅活动
1900余场次，彰显浓郁节日氛围，
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

精彩文旅活动，营造浓郁节日
氛围，展现蓬勃活力。成都市推出
“共唱一首歌”“共绘一幅画”“共吟
一首诗”“共奏一首曲”四大国庆主
题体验活动；资阳市推介“千年石
韵·探秘之旅”等 4条打卡线路，吸
引游客走进资阳；绵阳市“迎盛世
华诞·品非遗好物”国庆非遗购物
节持续火热，累计实现线上线下销
售额 710 余万元；南充市举办“百
姓大舞台———江月清晖·国潮游园
会”惠民活动，线上线下惠及群众
80余万人次。

与此同时，文博美展引领时尚。
四川博物院举办“雄关古道·经纬中
华———大蜀道上的天地人与中国精
神”特展和“重返三星堆———古蜀王
国奇幻之旅”VR沉浸展，成都博物
馆举办“目光交织———法兰西艺术
院中法院士艺术特展”，金沙遗址博
物馆推出“夜游金沙·穿越古蜀—博
物馆情景式导览演出秀”活动，观展
人员络绎不绝。

10月 1日，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山大熊猫苑正式开园。
据悉，“林溪”“一家”于 7月 30日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

入驻华蓥山大熊猫苑。为迎接更多“熊猫粉”前来探望“林溪”“一家”，大熊猫苑
已经完成大熊猫圈舍部分设施维修、周边环境二次美化等工作，设置了“我是
熊猫观察员”“我是熊猫创想家”等研学课程，让大家特别是青少年能够沉浸式
了解熊猫家族的生活习性、文化价值。

特约记者邱海鹰 摄

国庆假期 5531万人次游四川
实现旅游消费总额 348.37亿元

“林溪”“一家”“萌动”华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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