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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

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

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

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

重大部署，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

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提升信息化

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

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 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围绕提高

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

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积极营造良好文化生态，充分发扬学术

民主、文艺民主，支持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推动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

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 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

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

化获得感、幸福感。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

精神气质。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

激励机制，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

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 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

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深入挖掘和阐发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

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

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

管。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

■ 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

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

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积极

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

■ 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做好干部配备、人才培养、资源投入等工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8日下午就建设文化强国进行第

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

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

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王博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

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

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

础和群众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创造活

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

制。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

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积极营造良好文化生态，

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文艺民主，支持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扎根生活、潜心创

作，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

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习近平强调，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

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

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

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

养、使用、激励机制，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建设一支规模宏

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高扬中华民族的

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深入挖掘

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

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持敬畏历史、热

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和统一监管。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进国际传播格

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更加主动地宣介

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

作。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

外的文化成果。

习近平最后强调，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加强党中央对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干部配备、人才培养、资源投入等工作，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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