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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和战略高度，
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指导推动新时代文
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从2017年给乌兰牧骑
队员回信，到今年给中国美术馆的老专家老艺
术家回信，蕴含了情感、温度和殷殷期望，也
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实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中华文明的五大突
出特性，发出了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伟大号召，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纵贯时空，
5000多年生生不息的时间长河，960多万平
方公里的多样地貌，56个民族文化的多元激
荡、融汇互补，共同孕育生发出集包容性与统
一性于一体的中华文化；又以其创新性而吐故
纳新，并以强大的生命伟力蓬勃向前而呈现出
连续性；这个历久而弥新的文化是伟大民族厚
德的体现；它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礼仪之
邦的温润，在新时代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凸显其和平性。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
如何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铸就中
华文化新辉煌？我认为，应做好三方面工作。

第一，以高度的文化责任，梳理好中华文

明的正根本源。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至今，其
根本在于中华文明始终守护滋养自己的母

“根”。儒、释、道形成的文化基因，糅合先秦
诸子百家以及外来精华，在相互作用下交融创
新、赓续传承，进而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
中。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华儿女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中，所
铸就的精神谱系、所形成的红色文化，丰富与
发展了中华优秀文化。当下，我们应站在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将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使得古老
的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

第二，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进中外文明
的互惠交流。文明，只有在互鉴中才能创新与
拓展。自古以来，中华文明总能结合自身特性
借鉴、吸收外来文明进行创新发展，谱写了世
界文明发展的精彩篇章。中共十八大以来，文
化交流在对外交往中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我今年参加了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等活动，
与外国政要交流文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

“祖拉布·采列捷利艺术展”“智利画家何塞·
万徒勒里摄影及速写展”“匈牙利抽象艺术作
品展”等展览。我真切感受到，艺术直抵心灵

的美和所表现的和平价值观，总能通过高水平的
展览和高品质的作品，超越地域、种族、制度的
差异，增进不同文明间的融汇互通。当下，我们
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梳理好中外文明友好交往
互惠互利的历史脉络，厘清“两个结合”下现代
文明的内涵和外延变化，不断续写中外文明融合
发展新的一页。

第三，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文化智慧。当我们立足于
世界文明纵横相交的坐标点上，厘清了中华文
明正根本源的传承，清晰了中华文明吸取外来
精华的发展，理解了中华文明昂扬奋进的征
程，我们的自信才能真正筑基于文化的“本”
和“源”。这种自信既来自5000年中华文明的
厚度，也来自我们曾经处于世界文明之巅的荣
耀，更来自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自强不息、不
屈不挠的凤凰涅槃。这自信将使我们在世界文
化的对话中，以平和、平等、平静的心态，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并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不可取代的贡献。同时，佐证人
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人类文明发
展的重要因素。这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也
是中华文明的荣光重焕！

纵览历史，我们发现：一个文明根本的转
型，是文化的转型；一个文明真正的新生，是文
化的新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
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让我们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
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齐众心、汇众
力、聚众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好地为担负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贡献力量。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为山：

切实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明体达用”，“体”指本体，指中华民族

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优秀文化，亦指科学
的思想理论；“用”指实践。意即理论联系实
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
格，也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习近平
文化思想彰显出“明体达用”的鲜明理论品
格，我们要准确把握。

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体”，凝聚“民族向
心力”。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
路，意识形态工作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是
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建
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中，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为
今后一个时期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南。“七个着力”其中之一就
是“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准确把握“明体达用”的理论
品格，掌握“体用贯通”的科学方法，就要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体”，凝聚
民族向心力。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体”，实现“第二个
结合”。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项历史性工程、战略性工
程来抓，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的印发，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以中央文件

形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进行专题
阐述。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特别是

“第二个结合”的论述不断深入，而“第二个结合”
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也就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彰显习近平
文化思想“明体达用”理论品格，就要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体”，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宝箱，
努力实现“第二个结合”。

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体”，奏响“文明和合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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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文化思想是一个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其开放性不
仅在于随着实践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还突出体
现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学习借鉴人类
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

“明体达用”的理论品格和科学方法，就要以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为“体”，奏响“文明和合曲”。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对世界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最可贵气质，就是
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拥抱世界文明璀璨星空。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
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文化是民盟的主界别之
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民盟
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们要以党为师，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发挥民盟界别特色，
始终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王荣彬

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的理论品格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文
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
合”、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等相关的论断，
直至汇聚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
内涵丰富、体大思精，为我们在新时代建设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强大思
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中国人拥有最悠
久也最连续的历史，最能理解文化对国家、民
族的塑造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和
中华民族思想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一，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是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赓续古老文明
的现代化。事实上，妇联工作也是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
员集体谈话时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不能把妇联搞成“国外
的那种女权组织、贵妇人联合会”。事实上，
中国妇女百多年来的解放历程及其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已经雄辩地证明，广大妇女必须在党的
领导下，和国家、民族的发展同向同行，才能
梦想成真、人生出彩，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
放，这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妇女领域
的反映。那么，怎么才叫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妇女发展道路呢？其实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

第二，“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
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也是开
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路径。如何让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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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一个极大的时代
命题。如何有效反映这“第二个结合”，也是
妇联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有生生不息的
哲学传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路
径，这和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重视息息相通，也
呼应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
撑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大的时代主题。中国女性
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有男耕女织的

优良传统，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高度吻
合，完全可以升华为“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做
文明风尚的倡导者、做敢于追梦的奋斗者”这一
巾帼建功的时代要求；我们又有四大贤母的优良
典范，这和马克思主义对精神文化的重视高度一
致，完全可以升华为“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
教、传承好家风”的时代要求，这样的结合既合
乎妇女现实和国民心理，也符合国家大局和发展
方向，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积极推进。那么，如
何真正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呢？这又涉及

“两创”的话题。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是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路径，也是新时代妇女事
业的基本方向。如何在妇女工作中贯彻“两创”原
则，让中华文化不仅内容可敬可爱，而且形式可亲
可感，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广泛的影响力传播
力，应当是妇联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对此，我的
体会是，一定要以现实为导向，从传统文化中汲取
营养，创造全人类的美好未来。近年来，我们在文
艺作品和文化产品、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中都看
到了“两创”蕴含的巨大力量，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进一
步思考时代审美、时代精神，在融会贯通的基础
上，真正创造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作为
妇女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我要加强学习、努力
实践，立足岗位建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写在妇女群众的心里。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兼职），中央民族大学党
委委员、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
兴盛为支撑。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主要从认识、思想、实践三个维度谈几点
认识和思考：

一、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
和理论贡献，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学
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一是感受到鲜明的文
化品格。习近平总书记从“九个坚持”到“十四个
强调”，再到“七个着力”，提出很多新思想、新论
断、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应该举
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实现什
么样的目标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感受
到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涵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
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
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
民的民本思想，不仅是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
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更
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从根本上决
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精神品格、共同信
念、历史取向、胸怀格局。三是感受到明确的文
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提炼
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化了“两个结合”的
理论内涵，规划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路
径，创造性提出新的文化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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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找准协商建言重点，助力文化强国建
设。作为政协委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重大意义、鲜明特质、实践要求，坚定文
化自信自强，聚焦“七个着力”，坚持在建言资政
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助力在文化建设上贡献
政协智慧和力量。要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反
映各界群众对文化建设的新期待、新需求，凝聚

人心、汇聚力量，为文化繁荣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要围绕全国文化建设的重大项目、最新趋势
以及文化政策规划落实情况履职建言。要坚持问
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议政，提出更有针
对性、前瞻性、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在持续强化理
论武装、全面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深化文化交流互
鉴上彰显新担当，把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
护”落到行动上，在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三、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共同推进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
思想，内蒙古把打造“北疆文化”品牌作为抓好文
化建设、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举措。一是当好“北
疆文化”的讲述者。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深入实施“北疆巾帼铸魂工程”，开展“十
百千万巾帼”大宣讲，加大北疆文化宣传宣讲力
度，在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上下功夫，展
示北疆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二是当好“北疆文化”
的传承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妇联新一届
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讲好
家风故事，不断丰富各族妇女群众的精神世界，提
振“精气神”。三是当好“北疆文化”的弘扬者。要立
足实际，深入实施各民族儿童、少年和家庭交往计
划、各族妇女群众互嵌式就业创业发展计划，不断
拓展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以我为妇女儿
童办实事·送理论、送科技、送健康、送服务等

“十送”活动为抓手，创造更加完善的各族群众共
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拉紧各
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纽带，手足相亲、守望
相助的情感纽带，团结奋斗、凝心聚力的心灵纽
带，升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情愫，不断培育和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贡献北疆巾帼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芳：

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
文化兴盛之路。2022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
记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强调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为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我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
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批示指示，也是习近平文化
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外交思想和关于“三
农”工作一系列重要论述的反映。通过对照学
习，才能更好领悟，也才能更好认识农业文化
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生态农业的典型代
表，是重要的“技术基因库”，因此，加强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是确保农业绿色发展的需要。
以间作、轮作、套种和用地养地相结合的精耕
细作农耕技术体系，以稻鱼共生、农林复合、
桑基鱼塘等为代表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以及
草原游牧、水资源管理等，这些农业文化遗产
不仅生动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

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还为当下和未来现代生态
农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理念、技术和模式。

农业文化遗产大多处于重要的生态功能
区，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重要的“生物
基因库”，因此，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
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例如云南红河哈尼梯田
和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还是国家湿地公园或森林公园、全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在钱江源-
百山祖国家公园试点区，有庆元林-菇共育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山泉流水养鱼这一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上千年形成的一些优秀
农业生产系统，充分体现了人类保护生态环境
的智慧，不仅有效保持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还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
济生态协同发展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

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宝贵的“文化基因库”，因此，加
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提高文化自信的需
要。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从中国特色
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

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
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
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
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
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
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
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积极挖掘保护并传承弘
扬好农业文化遗产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竞
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农业文化遗产还是中外农耕文明交流互
鉴的“活化石”，因此，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
护是推动和平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
要。历史上，中国的水稻、茶走出国门，成为日
本和韩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引进了
葡萄、番薯等，成为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中国是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的最早响应者、积极参加
者、坚定支持者、重要推动者，坚持在发掘中保
护、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实践，充分体现了国际事务中的中国担当。

中国每一个农业文化遗产地，都是重要的生
物、文化和技术基因库，不仅记载了农业发展的
历史，见证着人类的古老智慧，也正在新时代焕
发着新的蓬勃生机，启示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
来。我们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深入
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
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
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
内涵，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
其魅力和风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闵庆文：

更好认识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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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月月 2020 日日，，全国政协习近平新时代全国政协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小组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小组第33
组召开组召开 20232023 年第四季度学习座谈会年第四季度学习座谈会，，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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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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