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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在一些优势领域打造‘长板’”“抓紧补短板、锻长
板”……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锻长板作出一系列
重要论述。新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需要在锻长板上持续发力。我们
要深刻认识锻长板的重要意义，更加积极锻长板。
　　长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
已经具备的优势或特长，往往意味着核心竞争力。锻长板
就是充分认识自身优势，进一步巩固和发挥这些优势。比
如，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拥有31个大类、
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
整，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0多年位居全球首位。这就是我国
的一个长板。当前，一些制造业企业打造“5G+工业互联
网”数字化工厂，不仅能满足定制化生产要求，还能压缩
生产周期，正是进一步锻长板的生动体现。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锻长板符合分工原则和比较优势原
理，能够提高经济整体效率。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国家发
展全局中具有不同的战略定位。各地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锻造自己的长板，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能够促进各
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
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时一再强调要锻长
板、发挥比较优势。比如，东北资源条件较好、产业基础比较
雄厚、区位优势独特、发展潜力巨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
持锻长板、补短板相结合”；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
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关键在于共拉长板提升区域发展整体效能，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统筹龙头带动和各扬所长”。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决定》提出“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
体系”，对于各地区锻长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将推动各地把
自身优势变为区域优势，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从国际看，锻长板有利于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国际
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未来。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
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一些国家搞“小院高
墙”“脱钩断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的紧
迫性日益凸显。这就要求我们拉长长板，巩固提升优势产
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持续增强
高铁、新能源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拉紧国际产业链对
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
慑能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提升优
势产业领先地位体制机制”，为推进产业领域的改革明确
了方向，将进一步提升我国优势产业的竞争力。我们要充
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自主可控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
　　锻长板需要立足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找准自身战略定位。这是因为每个地区每
个领域的长板和优势，是大局中的优势、机遇中的优势、比较中的优势。明确在国家
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才能找准长板、锻造长板。锻长板还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
制宜。只有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挖掘比较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才能走出适合本地区
实际的锻长板之路。同时要看到，长板和短板是相对的、动态的。长板不拉长也可能
变成短板，通过补短板来化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短板也能变为发展的“跳
板”“长板”，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原载202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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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
族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全面
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
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
机制，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为中
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提供强有力的
思想支撑、精神支撑和文化支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优化文艺作品创作生产机制。

文艺作品是文化产品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创作的
生命线，推出更多优秀作品。要深
入实施陇原文艺高峰攀登工程，加
强现实题材、爱国主义题材、重大
革命和历史题材、青少年题材等剧
本创作。成立甘肃艺术基金，争取
更多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为重
点艺术创作项目提供经费保障。建
立健全促进剧目生产表演的长效机
制、人才队伍的培养激励机制、院
团高质量发展的运行机制，充分激
发国有文艺院团活力动力。落实支
持转企国有文艺院团发展和促进文
化内容创意生产的财税、融资等优
惠政策，鼓励社会资金支持文艺院
团发展。创新工作机制，从政策扶
持、项目支持和荣誉表彰等方面入
手，积极营造面向广大文艺工作
者、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
机制。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
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公共
文化服务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
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的重要途径。优质的公共文化内
容、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
仅可以提升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
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于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也有着重要意义。要优化“村
晚”、戏曲进乡村、文化馆图书馆
博物馆总分馆等载体，建立对基层
文化需求常态化跟踪、研判、响应
的工作机制，提供高品质、精准化
文化服务。要加快智慧图书馆博物
馆、公共文化云等平台建设，加强
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化
业态在公共文化场馆的应用，提升
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水平。要创新文
化服务形式，推进统筹用好基层各
类设施资源，提升公共文化设施使
用效能，创新拓展乡村博物馆、
“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融合
文化服务、潮流休闲消费、轻食餐
饮等多业态、复合型、精而美的高
品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完善“订
单式”“菜单式”“预约式”服务
机制，通过公共文化云、智慧图书
馆体系，加快实现文化资源网上配
送、场地网上预订、活动网上预约
等功能。
  推动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
保护，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
机制。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
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
察制度，组织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督
察，着力推动文物古迹、古老建
筑、名城名镇、历史街区、传统村
落、文化景观、非遗民俗等文化遗
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要支持
敦煌研究院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着力提
升石窟寺文物系统性保护，着力完

善敦煌学学科体系，拓宽敦煌学研
究领域，打造敦煌学研究交流的国
际平台，进一步扩大敦煌学研究成
果的国际影响力。要提升文物保护
利用和考古研究水平，深入实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
国”等重大项目，加强张家川圪垯
川遗址、庆阳南佐遗址、武威唐代
吐谷浑王族墓群等重要遗址、重点
文物考古发掘工作。依托敦煌莫高
窟、悬泉置遗址等世界文化遗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推介以
文物资源为载体的国家文化地标，
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
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建好用好
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甘肃段），加快建设大地湾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齐家坪、马家窑等
黄河文化史前遗址公园，集中打造
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着力推动文化
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要统筹
推进非遗研究、保护、传承、传
播，完善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和
工作体系，健全非遗代表性项目保
护单位动态管理制度，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非遗保护传承。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健
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
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
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

陶冶心灵之美。要坚持以文塑旅，
用文化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品
位，把更多文化内容、文化符号纳
入旅游线路、融入景区景点，营造
浓厚文化氛围。要坚持以旅彰文，
用旅游带动文化传播、推动文化繁
荣，发挥旅游覆盖面广、游客参与
度高等优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活起来”、革命文化和红色基
因传下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
开。要找准契合处、联结点，通过
“化学反应”，形成兼具文化和旅
游特色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
态，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
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文
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
和街区，为文化和旅游发展提供新
引擎。要在各地依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开发的旅游景点、
消费场景基础上，更加注重文化与
旅游的融合。提升老牌景区、博物
馆、纪念馆等的产品和服务，融入
技术、艺术等元素，打造年轻人乐
于接受的展陈方式、讲解模式，提
高传统业态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
力。推进数字经济格局下的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加强数字文化企业
与互联网旅游企业对接合作，促进
数字内容向旅游领域延伸，强化文
化对旅游的内容支撑和创意提升
作用。
（原载2024年12月17日《甘肃日报》）

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 季慧琳

遨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

遨
涔
涔
涔
涔
涔
涔

遨 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涔

遨
涔
涔
涔
涔
涔
涔

论 苑 第18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