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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一



一、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远、最

持久的力量。

重要性



一、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

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

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革命文化

一、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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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支撑起当

代中国文化的辉煌大厦。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二



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
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

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

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重要性



在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

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让理想信念的明灯

永远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闪亮。

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
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
建设

三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一个什

么样的国家。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

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回答了我们要成为什么样

的公民。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

的社会。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深化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开展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抵制

腐朽落后文化腐蚀。

➢ 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

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

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
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四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人

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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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近年来，诸多弘扬中华文化的优

质文艺作品次第涌现，《唐宫夜

宴》《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

阳》等蕴含了浪漫悠久的东方美

学品格，《觉醒年代》、《山海

情》、《功勋》等塑造了生动饱

满的英雄形象，这些彰显了文化

自信的影视艺术作品，有效助力

了中国之美的传播。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五



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

➢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

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创造和传承下来丰富的优秀文化传

统。一方面，随着时间发展和社会

进步，我们创造更为先进的文化。

另一方面，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

的优秀文化传统，绝不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变成落后的东西，这是我

们民族的根和魂，需要我们传承和

弘扬。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六



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

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加强文化知识的学习，坚定理想

信念，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

◆找到兴趣爱好和文化传承的结合

点，激发学习动力。

青年自觉成为文

化践行者应该：
◆善用信息技术创新文化传播方式，

传播中华文化魅力。



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

七



七、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的重

要指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

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

学的瑰宝。”中医药学是我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医药成为

抗疫的一大亮点。目前，我国与150多

个国家和地区分享中医药抗疫经验，

抗疫的中药方剂被多个国家借鉴和使

用，为全球抗击疫情发挥积极作用。



七、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

➢ 近年来支持开展了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研究、古典医籍

的整理出版、经典名方的关键信息考证、中医药传统知

识保护体系构建等。持续性推进中医药理论的科学解读。

通过搭建高端科研平台，汇聚多方创新团队，促进多学

科交叉融合，对传统中医药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进行多

维度、深层次、系统化的科学阐释，说明白、讲清楚中

医药的疗效和原理，不断丰富。

➢ 作为中医药院校在读的学生，学校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和平台，为我们学习中医药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我们更应该认真学习中医药，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

并在实践中不断去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