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JOURNAL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www.chinaxwcb.com ■本版邮箱：zgxwcbb@163.com ■本版热线：（010）87329669 ■责编：雷萌 ■版式：乔磊 ■责校：张良波

多地晚报类媒体分享

直面转型痛点堵点
深度融合扩大版图

05 传媒周刊·封面

今日看点

2022年我国数字音乐市场
总规模超1550亿元

在线音乐、短视频最亮眼
03 综合新闻

⦾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 ⦾中国新闻出版报社出版

★2023年10月17日

★星期二

★第8068期

★今日8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293

★邮发代号1-50
★国外代号D-21

报中报 媒中媒
欢迎扫码订阅《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10月16
日出版的第 20 期 《求是》 杂志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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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文章强调，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
务，强调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
历史责任。我们以这个题目进行集体学
习，目的是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
性认识，进一步明确理论创新的方位、
方向、方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
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文章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
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
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
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
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
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
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
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
个必须坚持”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
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

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
文章指出，要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

魂和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
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
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
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
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必
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
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
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
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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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变为新
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要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
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
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
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
大气象。

文章指出，要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
课题。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
代需要的产物。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
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

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
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马克思主
义是实践的理论。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
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
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
检验真理。今天，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
重了。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
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
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
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
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
求，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科
学理念、有效对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
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文章指出，要着力推进党的创新理
论体系化学理化。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
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
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
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
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
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

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
学理化的过程。随着实践进程的深化，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会越来越丰富。要不
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重点研究阐释我
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
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教育引导
全党全国更好学习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

文章指出，要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
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马克思主义是
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
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
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
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都是党
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的各项工作实践要走好群众路
线，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也要走好群众
路线。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
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
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
果，着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
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
意、得民心的理论。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金秋十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
化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文化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熠熠生辉。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
需要的产物。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
正是在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中开拓通
向真理的道路，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
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迈步新征程，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和科学行动指南，中华民族以更加坚定
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向着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昂扬奋进。

（一）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

见证无数中华民族历史时刻的北京
天安门广场，铭刻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庄严宣告——

“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

“第二个结合”甫一提出，迅速在
思想理论文化界激荡起强烈共鸣，标志
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成

果已经成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以文化人、文以载
道的深厚智慧，熔铸于五千多年中华文
明的悠久历史。

关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有着
深邃的思考。

早在从政之初，习近平同志就格外
关心县域文化建设，主导修复正定隆兴
寺、保护隋碑、组织编写《正定古今》。

在福建宁德，习近平同志也在思索
“文化”这个关键命题。《摆脱贫困》中
写道：“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族的
延续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几
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我们已经树立了
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无论是在民族危
亡，还是在民族昌盛时期，这种自信心
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稳定的成分。”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

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明，却也曾在近
代遭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
尘的劫难。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建
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继往开来，创造

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铸就中
华文化新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忘历史
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
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
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
好今天的事业。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
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习近平总书记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
光、清醒勇毅的历史自觉、深沉坚定的
文化自信，深刻认识文化对于振奋民族
精神、维系国家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的重要作用，把文
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

先后两次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就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传承发
展等召开会议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一系列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发展方面的规划和
方案，多次主持以文化为主题的中央政
治局集体学习，到孔庙、敦煌莫高窟、
朱熹园、三苏祠、殷墟等100多处历史
文化遗产考察，就文物、考古、非遗等
作出170余次指示批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之密集、作
出的决策部署之全面，习近平总书记论
述之丰富、系统、深刻，在党的历史上
是不多见的。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
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深沉的文化自觉，揭示契合融通的
内在机理——

2016 年 1 月 18 日 ， 中 共 中 央 党
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习近平总书记用博古通今的论述，
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实现社会共
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进行了中国化的理论阐释。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
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
基本理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同、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和
精神力量，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更宽
广、更深厚的文明底蕴，展现出鲜明的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中
华大地上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

（下转02版）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评述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在第三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之
际，10月12日，《“一带一路”的友谊：中国企
业在吉尔吉斯斯坦》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献
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

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发行，是该公司于2023 年着力打造的“丝
路友谊”丛书的首部作品，以中、吉双语出
版。该书讲述了15个中国企业扎根吉尔吉
斯斯坦参与建设的故事，涉及基础设施建
设、能源开发、物流运输、电力通信等众多
行业领域，展现了这些企业不畏艰难、勇于
担当的精神风貌，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建设成
果，以及两国的民间友谊。

据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孔丹
介绍，“丝路友谊”丛书聚焦中国与“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的合作项目，用生动、温暖的故
事，多角度展示共建成果，讲述共建过程中中
外企业、民众结下的深厚情谊。

中国出版协会党总支书记刘建国表示，
希望中国友谊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把贯彻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到更高的战略位置，
持之以恒推动“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不断取
得新的进展。

中国友谊出版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鲲
表示，希望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
领域的交流互动，促进出版业更广泛的合作，
以出版和文化为纽带，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丝路友谊”丛书
首部作品面世

本报讯 （记者袁舒婕）今年是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10月12日，由中国
记协主办的2023年“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
坛在北京举行。围绕“建设美丽丝路 共促繁
荣发展”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百名记者组织负责人、媒体代表进行了深入
研讨交流。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主任孙业礼出席论坛并致辞。

中国记协主席何平表示，希望通过“一
带一路”记者组织合作平台，共同打造媒体
交流合作的朋友圈，共同讲述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好故事，共同唱响“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旋律。

中外嘉宾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10年来，各国记者组织依托“一带一路”记
者组织合作平台，在交流合作道路上坚定前
行，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道义，在疫情冲击
下守望相助，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顺
利推进营造了良好氛围、发挥了独特作用。

中外嘉宾表示，各国记者组织将继续深
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交流合作，
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人民期待，共同讲好“一
带一路”故事，在国际新闻界持续发出维护和
平、促进发展的响亮声音，积极营造传统文化
传承创新、不同文明和合共生的生动局面，推
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同时，各国记者组织还将拓展“记者之
家”的内涵与外延，推动构建“国际记者之
家”合作网络，更好地把媒体记者团结凝聚
起来，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此次论坛发布了《携手启航新十年——
“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联合宣言》，公布了
“不屈的人类”抗疫主题短视频征集活动优
胜名单，并宣布启动“共建地球家园”图片
和短视频征集活动。

中外媒体人聚首2023年
“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

在交流合作道路上坚定前行
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道义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10月16
日，《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多语种
版图书首发式在京举行，阿拉伯文、西
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版5种
新书正式面向海内外出版发行。首发式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主
办，外文出版社承办，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驻华使节、专家学者以及翻译
出版界代表100多人出席活动。

与会嘉宾认为，今年是“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周年。10 年来，在
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下，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共建

“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
践，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
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变为
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取得实打实、
沉甸甸的成就。10 年来，共建“一带

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
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破解全球
发展难题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深受欢
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收录了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至2018年7月
期间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 42
篇文稿，详实记录了“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生动诠释了

“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理念、丰富内
涵、目标路径，为国内外读者更好认识
理解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意义、思
想渊源和实践价值提供了权威读本。

首发式上，中外嘉宾代表共同为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多语种版图
书揭幕，中方向外方嘉宾赠送了新书。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英、法、俄
文版已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详实记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多语种版图书首发式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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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官方微博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微信公众号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手机版

新京报社打造多端覆盖的融媒强阵

深度激发创造力
做价值的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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