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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振兴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纪芬叶 马亚敏

在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
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
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
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推
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政
治任务，就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更
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需要从百年党史中
汲取奋进力量

我们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
也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回望波澜壮阔的百年奋
斗历程，每到重要历史时刻和重大历史关
头，党都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从历史中
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1945 年 4 月，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
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
经验教训，统一了全党思想，加强了全党的
团结，为中国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
学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
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全心全
意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

沧海桑田，时光穿越。第一个历史决议
制定过去了 76 年、第二个历史决议制定过
去了 40 年后，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走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全

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
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既有客观需要，也具备主观条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同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
时俱进，必将对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在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今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前进
道路上仍然充满各种风险和挑战。应对新挑
战、完成新任务，需要我们从党的百年历史
中汲取强大奋进力量，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
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
成功，更加坚定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更加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
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更好团结带领全国
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
奋斗。

党的百年历史蕴藏着奋进新
征程的强大力量

党的百年奋斗，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
了宝贵历史经验。百年党史中，蕴藏着坚定
自信、科学指导和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必
将激励指导全党同志坚定信心，奋进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百年伟大成就蕴藏着坚定自信的强大力
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浴
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
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
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统揽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些重大成
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
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
主动的精神力量。我们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
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来之不易，坚定信心、鼓舞斗志，以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胜利。

党的创新理论蕴藏着指导实践的思想伟
力。拥有科学理论的政党，才拥有真理的力
量。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
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
引领伟大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
党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创立了邓小
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创
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
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最新成果，我们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
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照耀我们的
前行之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不断向前。

百年历史经验蕴藏着推动发展的不竭动
力。百年来，我们党在创造伟大成就的奋斗
过程中，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
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
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
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个坚持”系
统完整、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深刻揭示了
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
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
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
根本途径。我们要科学运用党的历史经验，
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统一全党
思想、奋力开创未来，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砥砺前行。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
利和荣光

70 多年前，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
后，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一切同志，要在
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40年前，党
的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后，邓小平同志深刻
指出，“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
要的作用”。今天，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通
过后，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必须保持

战略定力、锚定战略目标，牢记“国之大
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跑
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我们要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嘱托，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
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不
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去一百年，党
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
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奋进新征
程，我们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
么这个根本问题，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
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谦虚
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以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执着和坚韧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
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和坚定考出更好成绩，
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胆略和勇气赢得未
来，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坚持党的创新理论科学指导，加快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奋进新征
程，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
时代。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奋进新征程，我们要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始
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忧民之所忧，急民之所急，帮民之所
困，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
念，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提升人民普遍富裕
程度，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的实质性进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
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奋进新
征程，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
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始终将党的政治建设
放在首位，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在党的
旗帜下团结一致、奋勇向前。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始终进行伟大自我革命，常怀远虑、
居安思危，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
不变味。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埋
头苦干、勇毅前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航船劈波斩浪，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辉彼岸。

（作者系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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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了解过去的教科书，
也是走向未来的营养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一步步走
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
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
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
能力水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
局出发，梳理了党百年奋斗创造
的重大历史成就，总结了党百年
奋斗从胜利走向胜利积累的宝贵
历史经验。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
这些宝贵历史经验，对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理
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
贵历史经验是党和人民共
同创造的精神财富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奋
斗成就辉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高度概括了具有根本
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
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
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
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
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
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
命。这十条历史经验内涵丰富、
意蕴深远，是我们党对百年奋斗
实践中的成功理念与方法凝练形
成的理论成果，科学揭示了我们
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
因。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历史经验
有其特定的生成逻辑，它离不开
党和人民这两个特定要素，不仅
其生成场域在党带领人民进行的
广阔实践活动之中，而且这些经
验的提炼总结同样需要党和人民
来完成。可以说，党百年奋斗积
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既阐明了我们
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原因，又
熔铸了我们党百年来带领人民群
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
实践，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
神财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指导意义。

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
贵历史经验具有重大时代
价值

“十个坚持”是历史的总
结，也是重大理论创新，它解码
了我们党取得成功的秘诀，为我们继续取得成功提供了遵
循，具有重大时代价值。

从理论价值看，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丰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我们党一经成立就自觉承
担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重任，百年来
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实践活动涵盖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
期。在时间跨度如此之大、涉及领域如此之广的奋斗实践中
提炼出的宝贵经验，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实践力，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正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从实践价值看，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为党继
续取得成功提供了行动指南。成功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
指引。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扎根于党的波澜壮阔
奋斗实践之中，汇聚了党和人民的智慧，是从实践中来并得
到实践检验的，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发挥强大作用。深刻把握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始
终做到以党的领导确保方向正确，以人民至上稳固执政根
基，以理论创新指导新的实践，以独立自主保持发展独立
性，以坚持中国道路实现伟大目标，以胸怀天下促进世界各
国共同发展，以开拓创新推动发展进步，以敢于斗争战胜风
险挑战，以统一战线凝聚力量，以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我们就一定能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在新征程上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百年
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

回溯过去，我们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展望未来，我们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我们要以史为鉴，牢记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将党百年奋斗
积累的宝贵经验长期坚持下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
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筑牢基石，学深悟透“十个坚持”的基本内涵。学深悟
透是贯彻落实的前提。要将整体学习与专项学习相结合。

“十个坚持”是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整体，同时每个“坚
持”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对“十个坚持”的学习既要用战略
思维从整体把握，开拓学习的广度；又要用战术眼光对各个

“坚持”具体研究，注重学习的深度。要有钻研精神，将
“十个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把学习和思
考结合起来，真正学深悟透、融会贯通。

联系实际，将“十个坚持”与具体的实践活动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学习都不是为学而学，学习的目的
全在于应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
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只有将“十个坚持”与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相结合，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等实践相结合，才能使其发挥出强大作用，推动各项事
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

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实
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十个坚持”是我
们党在百年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弥足珍贵，必须倍加珍
惜、长期坚持。但要看到，实现伟大梦想是一场接力跑，前
进的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
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我们在科学把握宝贵历史经验的同时，
也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入总结新的实践经验，让党的宝贵
历史经验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引导我们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村
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乡村文化建设，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
提升农民精神风貌”，“要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
设”。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活力之源。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大力加强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全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激发农村发展的内
生动力和活力。

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所在，振兴乡村文
化要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一是加强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古迹、建筑群、
遗址等是散落在广袤乡村地区的物质文化遗
产，既是乡村的历史文脉，也是乡村文化的
鲜明符号。要依托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
古村落、特色文化小镇等，借助现代科技手
段做好物质文化遗产的修复、保护和利用。
二是传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
民间习俗、风土人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乡村文化的活态表达。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既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保
护培养，也应注重在传承中推动创新，促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文化市场有机融
合，让其更好融入现代生活。三是继承发展
农耕文化。具有敬畏自然、精耕细作、家
国情怀等丰富内涵的农耕文化，是中华文
化绵延不断的根脉。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
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弘扬主旋律和社
会正气，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

用文化创意点亮乡村之美

在遵循自然规律前提下，将文化创意渗
透到乡村建设的各个环节，能够塑造现代村
庄风貌，形成别具一格的乡村美景，让人们
找到记忆深处的乡愁，满足现代生活精神诉
求。一是房屋建筑要有创意。既要尊重乡村
民居建筑特别是传统古村落的原貌，在主题
定位、建筑外观、房屋内饰、装修风格等方
面体现地域特色，又要充分融入文化创意，
在古朴中呈现艺术之美。二是基础设施要有
创意。把文化创意融入到乡村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中，可以使乡村景观更加美丽。比如，
在路灯造型、村中街景、厕所外观、胡同名
称等的设计中充分融入文化创意，将有力提
升乡村的文化气质。三是文化社区要有创
意。乡村居民不只是地理归属意义上的生活
空间定位，更是在共同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文
化维系力和在相互密切交往中具有较强组织
力的社会共同体。因此，建设富有创意的文
化设施，如村史馆、文化广场、特色博物
馆、创意图书馆、乡村客厅等，既能美化乡
村景观、优化生活环境，更能满足人们精神

文化需求，提升乡村社区文化品位，彰显乡
村人文之美。

以文化融合激发乡村活力

文化融合既体现在乡村精神价值共生
上，也体现在乡村经济价值共创上。以特色
文化为杠杆和以乡村为支点的文化融合，不
仅会增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且能培育
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一是推动特色文化与
乡村建设融合。乡村文化的形成与乡村长期
依存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风土人情密切相
关，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坚持把乡村
特色文化融入乡村建设，彰显乡村文化魅
力。二是推动特色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比
如，通过特色文化与农业融合，催生发展创
意农业、田园综合体等，有效提升农产品的
文化附加值；通过特色文化与制造业融合，
提高产品文化品位，满足差异化、个性化消
费需求。三是推动特色文化与现代文明融
合。乡村特色文化要保护传承，但不能墨守
成规、故步自封，而应与现代发展理念、时
代精神等相互融合，实现创新性发展才能永
葆生机、历久弥新。

发展文化产业助力乡村富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富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既是乡村文化传承创新
的有效载体，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
手。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文化资源，积极
发展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形成产
业集群，不断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和产业规
模效应。适应现代消费特点和需求，充分利

用互联网技术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不断创新
产品和服务形式，努力实现乡村文化产业生
产和消费方式的跨边界融合、跨纬度融合、
跨角色融合。围绕核心文化产品的生产，积
极构建包含人才、资金、设施、制度等要素
的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进一步提高乡村
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

提升乡村居民文化素养保障乡村
永续发展

乡村居民文化素养的提升，既是乡村社
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推进乡村振兴
内在持久的动力源泉。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乡
村文化理念更新。要引导乡村居民传承和弘
扬良好社会风俗、伦理道德，留住乡村文化
的根，又要大力弘扬文明新风，倡导现代文
明理念和生活方式，摒弃传统陋习，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农民精神风貌。加
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满足乡村居民
基本公共文化需求基础上，为其提供更多高
质量的文化讲座、公益演出等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产品。积极推进文化阵地建设，充分发
挥乡镇文化站作用，鼓励群众组建广场舞、
诗社、歌曲协会等群众文化队伍，支持其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文化素养。开展各种技能培训活动，构建更
多让乡村居民喜闻乐见的乡村文化场景，拓
宽乡村居民文化参与、文化表达和文化体验
的公共空间，营造浓厚文化氛围，焕发乡村
文明新气象。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