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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语精读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我们要始终坚定道不变、志不改的决心和
意志，深入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努力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
中国人民手中。

——习近平2024年9月30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召开 10 周年之际，10
月16日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
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14 年 10
月 15 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

讲话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
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
重要战线。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
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
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
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
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
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

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必须高
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
者的重要作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
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
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
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
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
呼。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
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我国作家艺
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
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
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

讲话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
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
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
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
秀作品。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

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
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
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
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
的优秀作品。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
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
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繁荣文艺创
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
馨的文艺名家。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
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
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
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

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
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
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
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
运的关键。第一，人民需要文艺。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

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
化财富。第二，文艺需要人民。能不
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
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
民抒怀。第三，文艺要热爱人民。文
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
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
人民、扎根生活。一部好的作品，应
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
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讲话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
文艺的灵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
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
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广大
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

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要
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
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
人的骨气和底气。要通过文艺作品
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
观，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
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要结合新的时
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讲话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
艺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
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把握住
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
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要
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
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
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
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
围。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由国家民委指导、中国传
媒大学制作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
论》（以下简称《概论》）大讲堂课程视
频于近期面向全国推广使用。10 月
13日，《概论》大讲堂在中国传媒大学
举行启动仪式。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家民委主任、党组书记潘岳，教育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何光彩，中国传
媒大学党委书记廖祥忠出席启动仪
式并致辞。

潘岳在致辞中强调，要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深刻理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正确道路的内涵特征，始终着眼中华
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深刻理
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魂脉和根
脉，始终把握党的民族工作的理论指
引和文化根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

同体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始终牢固
树立“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编好用好《概论》
等教材的重要指示，国家民委组织编
写了这本教材，填补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国家统编教材的空
白。教材坚持“两个结合”，以中华民
族“三交史”为主脉，揭示中华民族共
同体从自在到自觉、从传统到现代、
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理论和实践逻
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话语
和理论体系，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校
园。中国传媒大学把《概论》教材以
可视化方式创新传播，把历史叙事变
成影音图像，推动《概论》从课堂走上
荧幕、从校园辐射社会，增强了针对

性和吸引力。运用好、传播好大讲堂
课程视频，是推动有形有感有效开展
铸牢教育、创新高校思政教育、引导
各族青年学子深植共同体理念的全
新模式，值得大力推广。

何光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工作，要求“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
过程”“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小
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教育部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着力指导各地各高校用好《概论》
教材，现已覆盖全国近千所高校。中
国传媒大学牵头制作《概论》大讲堂，
为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作出了表率。希望进一步将大讲

堂打造成为研究阐释的平台、成果转
化的平台、示范展示的平台、宣传教
育的平台，为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作出更大贡献。

廖祥忠表示，建设《概论》大讲
堂，既是中国传媒大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积极履行自身
职责的主动作为与创新探索，更是学
校助力高等教育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提升、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重大
成果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传播的重
要举措。

中国传媒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新闻传播
学部学部长高晓虹介绍了《概论》大讲
堂的总体情况。她表示，“大讲堂”阐
释了新理念、展示了新形态、创造了新

价值，有利于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增强“五个认同”、更好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概论》大讲堂邀请来自北京大
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
院、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北
方民族大学的12位优秀教师，以视频
课程阐述《概论》教材的核心内容，更
好地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质
增效。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张树庭主持
启动仪式。授课教师代表、中央民族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孔新峰，学
生代表、西藏民族大学学生德吉曲珍
等作交流发言。新疆大学、中南民族
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全国10所高校
开设分会场，线上观看启动仪式。中
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的
50 余位学生在主会场参加了本次启
动仪式。

（来源：中国民族报 王琪）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时下，正值金秋，
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
镇的一块块满是金灿
灿水稻的梯田镶嵌在
绿水青山中，与民居、
远山、云雾一起构成了
一方方宜居康寿美丽
家园的梯田胜景。图
为 10 月 15 日，该镇平
安村雨后云雾缭绕，梯
田、吊脚楼、远山在云
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一
幅水墨画，美不胜收。

（潘志祥 摄影报道）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正式启动

龙胜：

宜居康寿美丽家园
金秋梯田美不胜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