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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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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彰显了我们党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历史担当。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贯通古今，新的文化使命是时代的深切呼唤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提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总书记从赓续中华文明

的高度、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全局角度作出的庄严宣告，彰显了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坚定的使命感和厚重的人民
情怀。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考察时
指出：“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
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在五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代代中华儿女筚路蓝缕、以启
山林，创造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灿烂文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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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赓续历史文脉，推动中华民族最基本
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才能谱写出新时
代新征程的文化华章。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辽宁锦州东湖文化广场
上，歌声飞扬。

2022年8月，正在辽宁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指出“中国
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是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新期
待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紧紧锚定让人民享有
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目标，满足人民的精
神需求、开阔人民的精神空间、增进人民的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
才会成色更足、底色更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
信”，称其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唯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
新时代融会贯通、生机勃勃，复兴伟业才会有绵绵不绝的精神动力。

与时俱进，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中华文化的前进方向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
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
步！”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的文化使命”这
一重大命题。

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文化建设方
面的“十四个强调”，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任务，为创
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指明方向。

新的文化使命，激荡文化繁荣发展的万千气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下，新时代文化事业生机盎然，全民族创新

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新的文化使命，要求我们继续深入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华，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
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日益走进人民群众心中，
推动我国文化建设呈现蓬勃发展、更加繁荣的生动景象。

新的文化使命，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磅礴力量———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新时代伟大征程，正是因为有了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我们才拥

有了坚守正道的定力、砥砺前行的动力、变革创新的活力。
新的文化使命，启示我们要站在文化的轴线上，把握历史、现实

与未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牢牢守护中华
民族的精神命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文化自信引
领文化强国建设，为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
力、精神推动力。

新的文化使命，呼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担当———
河南安阳殷墟，洹河蜿蜒。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指出：“这次来是想更深地

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
鉴。”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
道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滋养着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

新的文化使命，启迪我们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
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展示
出来，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
智慧的优秀文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

与古为新，新的文化使命需要新的历史担当

就在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深情地
说：“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
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赓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
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踏上新征程，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更加需要我们深刻把握文化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展现积极
的历史担当。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守自信自立的精神品格———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看过以

后民族自豪感倍增，五千年中华文明啊，而且更期待着更长的中华文
明的发现发掘。”总书记说。

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
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的强大精神支撑。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
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才能不断增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
2023年9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宴会，欢迎来华

出席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中国《采茶舞曲》、叙利亚《梦
中之花》、尼泊尔《丝绸飘舞》等乐曲奏响，汇聚成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
交响。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我们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
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要坚持守正创新的正气锐气———
“崇龙尚玉”红山遗址、“文明圣地”良渚遗址……2023年5月，

“何以文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数字艺术大展”上线。古老的
文明图景焕发出新的活力。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
领时代。新时代新征程上，只有坚持守正创新，在继承中转化，在学
习中超越，才能推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不
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
心、以文铸魂，我们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文化的
繁荣兴盛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四

更更 好好 担担 负负 起起 新新 的的 文文 化化 使使 命命

陈宇星：教育是民生之基，事关千家万
户。请问2023年全市教育工作取得了哪些
成效？

文旭：2023年，市教育局坚持以党的建
设为保障，以局班子建设为龙头，以师资队伍
建设为关键，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按照市委市
政府“让陇南的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能成才”
的要求，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公
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取得了一些新

成效。
一是办学条件持续改善。学前教育增加普

惠性幼儿园学位3000个，全市公办幼儿园占
比提升到48.6%。义务教育增加主城区、城镇
中心区和人口聚居区学位1.6万个，撤并109所
小规模小学（教学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
学质量同步提升。普通高中整合优化布局，全
市建成5所标准化县中，优质教育资源持续增
加。职业教育以普职融通试点改革为突破，完
成了职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2023年度任务。
特殊教育实现30万人以上县区特教学校全覆
盖。陇南师专升本工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各
项指标均达到了升本要求，已接受了教育部评
估专家组的考察评估。

二是教育质量持续提升。狠抓普通高中高
考备考和义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全面推进中
小学创客教育，强化体育和美育教育，扎实落
实教育“五项管理”工作，促进中小学生学业
水平提升和健康成长。2023年全市普通高考
本科上线率达到64.87%，同比提高2.34个百分
点，本科录取人数首次突破万人，26名学生进
入全省双百名，21名学子考入北大、清华。全
市中考文化课成绩人均总分、全科合格人数、
总分优秀以上人数均有较大幅度提升。

三是教育数字化持续转型。出台了《陇南
市教育数字化三年发展规划》，及时升级了陇

南市智慧教育云平台的44项各类教育管理和教
学应用，改善了300所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
坚持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在助教、助学、
助研、助管上逐步深入，“三个课堂”深入推
进，探索出了强校带弱校、城市带农村的均衡
有质量的发展路子。成功创建10所全省智慧教
育标杆校，全省教育数字化现场推进会连续两
年在我市召开。

四是教育扶贫成果持续巩固。全面落实各
项教育惠民政策，坚持开展扶贫济困助学，
2023年发放各类资助资金4.6亿元，实施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38.16万人次。
2023年全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4631人全
部进入城区义务教育招生范围，建立完善了留
守儿童、困境儿童信息动态监测机制和关爱保
护机制。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率98.7%。控辍保
学成果得到持续巩固。

五是学校秩序持续和谐稳定。坚持以国家
安全统领教育系统安全工作，加强学校安全工
作组织领导，强化教育、公安、交通、应急、
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学校安全工作机
制，及时研究解决校园安全问题，各部门协同
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学校安全“三
防”建设保护体系更加完善，着力打造了学校
文明和谐、稳定有序的校园环境。去年全市教
育系统未发生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刑事

事件和重大网络舆情事件。

陈宇星：市委五届八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对教育工作作出了新部署，也提出了新
任务新要求，请您结合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谈
谈今年教育工作的思路和措施？

文旭：市委五届八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
会议对强化民生保障、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体系提出了新要求。全市教育系统
将坚持在建设“三城五地”、推进“四抓四
提”大局中找准工作定位，在厚植为民情怀、
增进民生福祉上展示教育作为，办好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答好人民满意“优质卷”。

一是在“把方向”上谋实策。切实加强党
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目标，
推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断
提升“三全育人”质量，强化“五育并举”，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是在“调结构”上出实招。坚持高中向
城区集中、初中向中心乡镇集中、小学向乡镇
和中心村集中的原则，加快城乡教育布局调
整。加快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提高公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撤并和寄宿制
学校建设，加快主城区、城镇中心区和人口聚
居区学位扩容；深入实施县中标准化建设工

程，全面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
三是在“优资源”上办实事。扎实推进优

质学校挖潜扩容，采用“教育集团+薄弱学
区”“名校+弱校”“城镇学校+农村学校”
等方式，实施城镇优质学校县域“多点办学”
和农村薄弱学校“一对一委托管理”，推进集
团化办学、学区化管理、一体化发展。实施县
中提升行动，落实“技能甘肃”建设任务，推
进普职融通，扩大普通高中优质资源供给。市
县校整体推进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与应用，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数字化共享。

四是在“强队伍”上务实功。切实抓好教
师队伍的管理、引进、培训、服务等工作，持
续推动师德师风建设，深入实施“陇原名师”
工程，着力解决教师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培优建强教师队伍。

五是在“提质量”上求实效。在深化改革
创新、强化督导评价和优化教研教改方面持续
用力，全力推进新高考、新课程、新教材理念
落实落地，指导各县区、高中学校精准把握新
高考方向，改变教学模式和备考策略，确保
2024年新高考取得较好成绩。

（陇南市融媒体中心采访组）

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陇南市融媒体中心“主任对话”教育篇

本期嘉宾：

陇南市教育局局长 文 旭

对话人：

陇南市融媒体中心主任 陈宇星

近日，陇南市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文旭做客“和美新陇南”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专题报道“主任对话”栏
目，就市教育局如何贯彻落实市委五
届八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接受了陇南市融媒体中心主任陈宇星
专访。

强信心 稳经济 促发展

新华社记者 黄 垚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回家团圆的向
往。1月26日，春运开启。这个人类规模最
大的周期性迁徙，承载着万千游子归乡的殷
切希望。曾经，人们归心似箭不惧囧途；当
下，交通和各方面保障的完善，让归途的温
度渐渐升起。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运期
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90亿人次，
是2023年同期的近2倍，多项数据将创历史新
高。春运“大考”给多部门提出更高要求。

安全，是温暖的前提。面对庞大客流，
各地区对重要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春运的车
辆、船舶等各方面设备设施要提前进行全面
检查维护。春运正逢严寒时节，对于可能出
现的雨雪冰冻、寒潮大风、团雾浓雾等恶劣
天气，各地也应做好应急预案。

保障，是温暖的基础。今年一个新形势

是自驾出行占比将创历史新高，或突破8
成。团聚不再局限于家中，一起出去兜兜
风、追寻“诗与远方”成为热门选择。这就
意味着服务区停车、充电、加油、餐饮等相
关保障都要跟上。没有后顾之忧，才能畅通
前行之路。此外春运也是民生物资、能源物
资、春耕备耕物资等重要保供时刻，各地要
加强运力储备和统筹调度力度，确保物资顺
利到达千家万户。

服务，是温暖的要义。站台边缘铺的防
滑毯、候车厅里的饮水处、针对重点旅客的
无障碍接驳服务通道……一个个细节，铺就
温暖回家路。只有想旅客之所想，急旅客之
所急，从买票到候车、乘车到饮食，全流程
查缺补漏、补齐短板，才能让回家的路更加
人性化、便利化、智能化。

春运的温度，便是家的温度。祝大家一
路顺风，平安到家。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让春运成为温暖的流动

新华简讯

全国铁路春运预计发送旅客4.8
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2024年春运
26日正式启动。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春运自1月26日至3月5
日，为期40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4.8亿人次，日均1200万人次，同比2023
年春运增长37.9%。1月26日春运首日全
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60万人次。

我国将建设新材料大数据中心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联合
发文提出，到2026年，我国原材料工业
数字化转型取得重要进展，明确将建设一

个新材料大数据中心、四个重点行业数字
化转型推进中心、四个重点行业制造业创
新中心等。

去年各项 税费优 惠超七成
“落”于民营经济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数据显示，
2023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达22289.9亿元。分经济类型看，民营经
济纳税人受益明显，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
退税缓费16864.6亿元，占比75.7%。

巴拿马航空宣布将复飞7 3 7
MAX 9型客机

新华社巴拿马城1月25日电 巴拿马
航空公司25日发布公告说，将从当天起
逐步复飞旗下21架波音737 MAX 9型
客机。

11月月2266日日，，在在上上海海虹虹桥桥机机场场，，一一位位小小
旅旅客客手手举举标标语语牌牌在在国国产产大大型型客客机机CC991199
前前合合影影。。11月月2266日日88点点3355分分，，国国产产大大型型客客
机机CC991199搭搭载载111111名名旅旅客客，，执执行行它它的的第第一一
班班春春运运航航班班MMUU99119977，，从从上上海海飞飞往往成成
都都。。这这是是CC991199首首度度服服务务春春运运。。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