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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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

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高度，提出“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大任务，就“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作出部署安排，为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不断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充分认识新时代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大意义 

文化建设是培根铸魂、凝神聚力的重要事业。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助

于更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有助于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以文培元，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培

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助于传承中

华文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发展人类文明新形

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工作，

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出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给予充分肯定。 

在看到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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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展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文化创新创造能力还不够强，优秀文化产品

和服务还不够多；我国文化话语权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匹配，维

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必须坚定文

化自信、推进文化自强，发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作用，紧紧围绕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着力点，努力创作优秀

文艺作品、提供优秀文化产品，大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经

济社会发展赋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聚力。 

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兴盛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两次出席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代表大会

开幕式，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

中国戏曲学院师生、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回信。

党中央印发《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等文件，推动我国文艺事业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以创作为核心任务、以演出为中心环节的工作机制逐步形成，《伟

大征程》《奋斗吧，中华儿女》《我们的四十年》等重大文艺演出成功举办，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歌剧《沂蒙山》、话剧《谷

文昌》等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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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

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我们要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守住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把人民作为艺术表现的

主体，推出更加丰富、更有营养，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引领广

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学会用“群

众语言”“生活视角”进行创作。把握时代主题、时代价值，紧紧围绕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主题开展文艺创作，推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

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更加嘹亮地唱响“新时代之歌”。坚持养

德、修艺相统一，加强艺德艺风建设和文艺工作者队伍建设，引导文艺工

作者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改善人民生活品质、补齐

文化发展短板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明确提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颁布实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等文件，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取得显著进展。覆盖城乡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日益完善，“村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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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智慧图书馆体系、公共文化云建设加快推进，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涌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我们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

心下移、共建共享，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效能提升，推进城乡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建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优化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布局，推进

区域协调发展。把提升质量作为重中之重，建设高水平图书馆，明确新时

代文化馆新定位，建好用好基层公共文化空间，精准开展分众式公共文化

服务。建立健全群众需求反馈机制，推广“订单式”“菜单式”“预约式”

服务，推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创新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办好群众歌咏、广场舞、“村晚”等活动，

打造更多文化惠民品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丰富数字文化资

源，拓展智慧公共文化服务应用，建设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 

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利用 

文物、古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将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高度，下大力气予以推

进。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亲自推动，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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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主题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就文物工作、革

命文物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向仰韶文化发现和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推

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文化遗产资源家底逐步摸清，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深入实

施，文化遗产进一步“活起来”，“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蔚

然成风。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

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我们要坚持保护第一、加

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全

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做好考古挖掘、整理、研究、阐释等工作，深

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建设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强化系统保护、整体保护，实施好石窟寺保护

利用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做好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管理，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以贯

彻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主线，以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为抓手，

坚持保护为先、合理利用相结合，聚焦保护、传承、发展、传播，完善保

护制度体系，加强传承实践能力建设，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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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新气象。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

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

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关于深化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

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等文件，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健

康发展。文化产业体系逐步健全、规模日益壮大，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线上演播、网络直播、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快速崛起，文化市场更加繁荣、

规范、有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

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创

新为核心驱动力，以重大文化产业项目为抓手，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扩大

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提升产业发展整体实力和竞争力。顺应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超高清等技术在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各环节应用。改造提升演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