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在座各位委员，向广
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向广
大政协委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感谢总书记！”
掌声热烈，笑语盈盈。北京友谊宾馆友谊

宫聚英厅留下这样一个感人的场景。
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程来到这里，看望参加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
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

聚英厅内灯光璀璨，100 多名委员济济一
堂。许多委员早早来到会场。

“知道习近平总书记要来看望大家，特别激
动和振奋，这几天我也一直在认真准备发言，弘
扬好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国家博物馆馆
长王春法委员说。

15时，习近平总书记步入会场。委员们纷
纷起立，热烈的掌声响彻大厅。总书记面带微
笑，和委员们热情握手。

全 国 政 协 十 二 届 一 次 会 议 以 来 ，习 近
平总书记每年两会期间都会来到全国政协
委 员 中 间 ，看 望 大 家 ，听 取 委 员 们 的 意 见
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对委员们说，这些年在和委
员接触交流的过程中，听到了许多真知灼见，得
到了很多启发，受益匪浅，很多建议都在中央的
决策中采纳了。

“脱离了人民的艺术作品不可能被人民接
受和喜爱”；

“要认真研究、总结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容”；

“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近 2个小时的联组会上，气氛真挚热烈。8

位委员踊跃发言，谈文艺攀登新高峰，话创作
收获新成果，论传承是艺术发展的基础，讲法
治是国家的根基，言简意赅，直奔主题，积极建
言献策。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不时点
头表示赞许。

“8 位同志的意见十分中肯，都是肺腑之
言。”在大家发言后，习近平总书记说，有关部门
要对委员们的建议高度重视、认真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首先回顾了过去一年我国取
得的成就，并对近年来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肯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文艺事业、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2014年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主
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鼓
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
秀作品”，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界“结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纲举目张，气象万千。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一大批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
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
支持者。

百花竞放，硕果累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年来，文化文艺界、

哲学社会科学界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明方向、正导
向，转作风、树新风，出精品、育人才，在正本清
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加巩固，为人民创作的导
向更加鲜明，文化文艺创作生产质量不断提升，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取得了
显著成绩。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做好文
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四个坚
持”的要求：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

“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
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
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
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
希望大家深刻反映 70 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
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
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
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
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委员们的发言
也给予了有针对性的回应——

谈到增强“四力”是文艺创作的基础，他说：
“文艺创新要下功夫，要积累，要靠细节打动人，

真实、感人的细节需要我们去挖掘。你们讲到
的电视剧《海棠依旧》就有许多很真实、很感人
的细节。”

有些委员在发言中指出“一些学者还存
在盲目崇洋、完全照搬”“当前的文艺工作一
些方面仍存在不足”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
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
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
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源泉。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
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
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
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
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
进群众心坎里。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结束时，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离开会场时，委员们围拢过来和总书记
握手道别，依依不舍……

“总书记今天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特别接
地气。”王春法委员表示。

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陈力委员难掩激动的
心情：“总书记讲话中提到了重视红色基因，特
别令人振奋，我们要多拍摄这方面的重大题材，
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出的方向走下去，讴歌
这个时代的真善美。”

“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我们文艺工作者今
后创作思路和努力的方向。我一定要创作出人
民喜欢的作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队队长
冯远征委员说。

据新华社

与时代同步伐

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在各地加速推进，马
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深入实施，高校思
政课渐成广受欢迎的“网红课”……中国人民大
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付来说：

“身处如此壮阔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的要求，认真研究解决重大紧迫的现
实问题，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深刻思考发展规
律，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是我们解放思想、开
拓创新的根本路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副研究员汤潇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征程中，我们要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勇敢
为新时代立言，勇做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体系的开路先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精神。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推动文艺繁荣发
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伟大民族、
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院长任鸣说，我们要不辜负时代，唱
响时代最强音，一如既往创作出反映当代生活
的剧目，为国家和民族培根铸魂贡献力量。

以精品奉献人民

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
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这既是我
们的根本任务，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中国作
协副主席何建明说，人民是生动故事的创造者，
也是精彩艺术的酿造者。我们要像花海世界的
蜜蜂，在人民的生活中采撷芬芳。

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
声——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国电影
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深有感触。

“生活是无字的剧本，剧本是有字的生活，
只有深入人民生活，倾听人民心声，才能提高作
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王兴东
说，好的文艺作品植根于作者对人民的感情，这
种情感伪装不来，移植不了，更改编不成。

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是一个根本

问题。
“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都应该

有利于解决人民的现实问题，满足他们的迫切
需求。”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邵培
仁说，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多到实
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
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努力
把论文写在广袤的大地上，把学问写进群众的
心坎里。

用明德引领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
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以文培元的使命。

“培根铸魂，绝不能见物不见人。”中央社
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室主任李勇刚说，有
形的学术成果固然重要，广大文化文艺工作
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还应成为中华传统美
德的践行者和弘扬者，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
和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以实际行动诠释

什么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
家和学问家。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站在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广大文化文艺工
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思考如何以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指引，为党和人民继续前
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说，
我们正在策划一批既有深度又有温度、既富有
学理又能打动人心的优秀出版物，深刻反映 70
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 70
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把当代中
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
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

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做到勤业精业——习
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令武汉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博士生张瑜动力倍增。

“我们要承担起青年一代的时代使命，坚持
用明德引领风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动担当作为，不负人民重托，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与力量。”张瑜
说。 据新华社

承担起培根铸魂的神圣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鼓舞激励

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为时代画像 为时代立传 为时代明德
——习近平看望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侧记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根，一个民族不能没有魂。
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用“培根铸

魂”四个字阐明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职责使命。
总书记的讲话使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受鼓舞。大家表示，将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

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更好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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