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22日 星期四

编辑：吴世勇 刘庆余 视觉设计：张 宁 检校：于 勇 牛凤宇要闻
YAOWEN

03

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编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闪
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充盈中华文
化独特气韵的光辉文献。我们将进
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
有为，在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推进区域
性文化创意中心建设。

一、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的精神实质，提升推动文化传承发
展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两个结
合”的重要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进文化强市建
设。把握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
容、坚持守正创新的部署要求，更好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二、紧密结合开展主题教育，推
动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走向深入。将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主题教育理论学习和深化实践的
重要内容，系统学习、掌握精髓。聚
焦重大观点、重大判断、重大结论，深
入开展宣传宣讲、研究阐释。迅速兴
起贯彻落实热潮，坚定推进文化传承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三、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
署，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全面振兴
新突破三年行动中实现“率先突破”。
突出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工业文化、民
族文化主线，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品位。
结合辽宁“六地”宣传，深化英雄城市塑
造，打造“国际沈”品牌。实施“文化+”
专项行动，推进文博场馆、城市书房、
小剧场、文创景观建设，加快发展文化
产业，深化文旅融合，叫响“沈水之阳、
我心向往”。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
实践、文明创建，深化文明城市创建，
不断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更好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加快建设区域性文化创意中心

沈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于振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是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行动指南。大连是一座具
有鲜明文化特质的城市，建设文化强
市基础坚实、底蕴厚重。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大
连高质量推进文化建设的坚定政治
方向、清晰行动路径。

一是抓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学习宣传。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纳入主题教育理论学习重要
内容，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
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中悟规律、明方
向、找路径、增智慧。坚持理论舆论同
向发力、网上网下同频共振，做好研究
阐释，深化宣传引导，凝聚人心力量。

二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
用。深入实施重点文物保护利用工
程，扎实推进旅顺口军民融合国家文

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大连宾馆修
缮利用等工作。推动非遗传承发展，
建强用好非遗文化体验馆，支持辽
剧、复州皮影戏等地方戏曲传承创
新。挖掘盘活红色资源，出台红色资
源保护利用地方性法规。

三是推出更多文艺精品力作。深
化文艺“三名”工程，提高文艺创作生产
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健全催生文
艺精品力作的生态链。打磨提升话剧

《老酒馆》，加快创排音乐剧《国之韶
华》、交响组歌《大连大合唱》等，着力
推出更多在全国叫得响的精品力作。

四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
体系，做大做强一批骨干文化企业，
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推动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增加高品质文旅供
给，擦亮“大连服务”品牌，打造“东亚
文化之都”文旅名片。

以实干实绩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奋力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大连篇章

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郭铁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的内
在逻辑、基本路径与重大意义，鲜明
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
大课题。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
新论断，同当前正在开展的主题教
育结合起来，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进一步凝聚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的共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深刻认识把握中华文明“五个
突出特性”，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围绕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目标任务，落实辽宁省文旅产业振
兴发展大会工作部署，赋能文旅促

“融合”，因地制宜谋“发展”，突出辽
宁特色，丰富辽宁实践。着力打造

“辽宁省艺术节”品牌，推出重大现
实题材舞台艺术精品，提升国有文
艺院团创作能力和演出水平。扶持
培育旅游演艺项目，让优秀旅游演
艺作品成为文旅融合展示窗口。

创新文化惠民工程，着力支持
引导群众参与，共建共享。实施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加速推进红山文化申遗工作。
致敬文化经典，挖掘创作资源，推
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展览，
打造原创性主题展览品牌、体验场
景。用好“六地”红色文化资源，积极
发展红色旅游、研学旅行，推出更
多红色主题“剧本秀”景区景点和
主题精品游径。推动建设具有辽
宁特色的国际化文化交流和传播
体系。

担负新文化使命
谱写新时代华章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赵奎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出了担负起
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时代最强音，为我们在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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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行
动指南。省文化中心全体文化工作
者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倍感振奋、备
受鼓舞，我们将努力以守正创新的正
气和锐气，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中心所属机构拥有实证民族文
化精髓的文物和古籍，拥有在党的
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颇具影响的文
学艺术作品，拥有多支具有鲜明红
色基因的文化队伍。下一步，中心
将着力加强理论研究阐释，用文化
遗产资源讲好中国故事，策划举办
齐白石艺术大展等文物展、美术展，
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文化解读。
着力策划主题创作，以宣传阐释“六
地”文化和助力全面振兴为目标，推

进话剧《天·粮》、歌剧《邓世昌》、交
响组歌《此山此水》、芭蕾舞剧《七
夕》、音乐剧《鲜花盛开的地方》等剧
目创排，拍摄制作《大漠初心》等纪
录片，打造《又见辽宁》短视频项
目。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示范
作用，助力全省五级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着力推动创新驱动发
展，加快实现智慧场馆、智慧应用、
数字赋能，用新技术活化优秀传统
文化。挖掘文化阵地旅游属性，以
文促旅，助力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

我们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
的方向，积极主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回答好创造新文化时代课题，坚
持打造彰显文化自信、展现时代气度
的文化精品，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
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贡献智慧和力量。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省文化中心党委常委、副主任 杨世涛

通过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我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第一，文
化传承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
命。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历史渊源和内涵，注重对辽宁文化
特性的研究，建立对自身民族、历史
和文化的认同感。第二，承担起文
化传承的担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运用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解读和传承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当代社会的融合，实现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三，重视
辽 宁 文 化 特 性 对 创 新 发 展 的 价
值。深入挖掘和传承辽宁的历史
文化，保持文化根脉和增强文化自
信，使其成为当代人民的精神财
富。将辽宁文化打造成为区域文
化的品牌形象，为辽宁的创新发展
提供机遇和动力。第四，加强队伍
建设和学术交流合作。建立一支

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为辽宁文化传
承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坚实的人才
资源。积极探索与政府有关部门、
企事业单位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
辽宁文化发展。

辽宁社科院将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一是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系统学习，深
刻领会，掌握精髓。二是迅速兴起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
热潮并落实到研究工作中，推出一
批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阐释成
果。重点做好辽西地区文明起源文
化符号研究、“六地”文化的当代价
值研究、辽宁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
研究等。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学识深厚、
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文化传承创
新研究队伍。

文化传承：
社科院的文化使命与担当

辽宁社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 张本刚

辽宁大学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全力做好“辽宁
文化符号”的内涵挖掘和对外推广，为
加快建设文化强省作出辽大贡献。

一是全面整合经济学科优势，在
探究工业文明中作出辽大贡献。发
挥“双一流”建设学科比较优势和经
济学科集成优势，依托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中心、宋则行名家大讲堂等高端
学术平台，积极开展东北工业文明
史、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深度
挖掘辽宁深厚的近代工业文明，讲好
东北振兴的辽宁故事。

二是有效发挥考古实证作用，在
追溯历史起源中作出辽大贡献。发
挥辽大在国内最早开设考古课程的
学科优势，依托“红山文化遗产研究
重点实验室”，充分阐释辽河文明在
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独特作用，实证东
北地区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和

五千年文明史。以考古调查等方式，助
力完善辽宁百个县区地方志，以历史
发展脉络为轴，展示辽宁文化底蕴。

三是宣传阐释辽宁“六地”文化，
在传承红色基因中作出辽大贡献。
发挥“抗日战争起始地”研究牵头高
校职能，推进与省文旅厅共建辽宁

“六地”文化研究院，开展“六地”文化
学理阐释，组织撰写全省高校“抗日
战争起始地”融入思政课教学参考，
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思政课。

四是深度参与“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在赓续中华文脉中作出辽大贡
献。履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职责，用心做好 366 万册馆藏文献、
800余种古籍善本的整理、修复和保
护工作。深度参与“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共建共享馆藏古籍文献。深入
挖掘古籍蕴含的人文精神，创新开设
古籍实物课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育人中创造性转化。

在深耕辽宁文化沃土、矢志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作出辽大贡献

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余淼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对文化传承发展一系列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阐述，系
统总结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深刻阐
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提出了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为新征
程上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是深刻领会文化传承发展的
立足点——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
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
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

“五个突出特性”赋予了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自信自立的优秀基因，文化
传承发展的立足点就在于文化自
信。二是深刻领会文化传承发展的
着力点——守正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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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发展以守正创新
为着力点，在传承弘扬的基础上推动

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是深刻领会文化传承发展的支撑
点——“两个结合”。文化传承发展
的支撑点在于“两个结合”，要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
机与活力。

高校作为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
阵地，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自
觉承担起文化传承发展的神圣使命，
把文化传承发展贯穿教育教学各方
面、全过程。一是聚焦辽宁“六地”红
色文化，创作排演更多精品剧目。二
是聚焦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
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专业高质量发
展。三是发挥古生物博物馆科普优
势，打造科普教育品牌。四是充分利
用国家民委设在我校的欧亚俄语国
家文化艺术教育研究中心，推进文化
交流互鉴。五是办好孔子学院，推动
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守正创新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沈阳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郝德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
发展，是以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为
深厚基础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就不可能开辟和发展这一伟大事业。

一、“第二个结合”，筑牢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中国是
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文明史从未中断
的国家，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极
为丰厚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近
现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闪电射
入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激活了中华
文明的生命力，为中华文明实现现代
化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
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有了更
加深厚有力的文化支撑。

二、“第二个结合”，打开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新空间。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使我们摆
脱了那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
错误倾向，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
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宝贵资源，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探索
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三、“第二个结合”，巩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我们
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
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
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中华
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
性的最有力体现。

深刻认识
“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田鹏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着眼于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立足于赓续中华文脉，
提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是
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等级论的有力
回应；总结了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
五个突出特性，为我们更好做好文化
传承发展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辽宁历史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
明一脉相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同样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等突
出特征。同时，辽宁的历史文化又具
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中原文化融合
创新，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展示
了中华文明多元性、包容性、统一性
的特质。

作为历史学研究工作者，我们
将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通过
深入研究，在历史叙事的层面进一

步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
基础。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
院将重点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深
化多学科交叉融合，构建自主知识和
话语体系，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深入推进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研究工作，充分发挥“辽宁地区遗址
遗迹三维数字化虚拟仿真实验室”作
用，以辽宁历史遗址遗迹为核心，应
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历史遗产的智能
挖掘、信息梳理、深度学习、网络传播
等，更加全面、立体、科学、准确地展
示辽宁文明史。二是依托学院的学
科专业优势，围绕“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开展理论研究和教学，进一步发
掘好、研究好、传播好辽河文明，着力
在推动辽宁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
能、文化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打好
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中作出应有
的贡献。

推进历史文化传承创新
铸就辽宁文化事业新辉煌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 李玉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