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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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
鹏 高蕾 孙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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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字、握手、换文……1 月 24 日，北
京钓鱼台国宾馆 12 号楼内温暖如春，
中国、瑙鲁两国政府代表在这里签署
中瑙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至此，中国建交国增至 183 个，朋友圈
再次扩大。

这个新朋友是个怎样的国家？有
着怎样的风貌？

太平洋岛国瑙鲁位于赤道以南约
42 公里处，为一个椭圆形珊瑚岛，素有

“天堂岛”之称。蓝天白云、椰林树影、
水清沙幼……据首批抵达这里的新华
社记者描述，瑙鲁很美，美得纯净，美
得天然。当然，瑙鲁还有一个特点，就
是“小”——陆地面积 21.1 平方公里、
人口约 1.3 万、不到一小时就可开车环
岛一周……

此次来华签署联合公报，是瑙鲁
外长安格明生平第一次访问中国。“我
在中国完全被震撼到了，被这个国家
的经济、韧性和力量，及被中国人民的
热情所震撼。”面对中国记者，安格明
外长坦言。

本月 15 日，瑙鲁政府宣布与台湾
地 区 全 面“ 断 交 ”，寻 求 同 中 国 复 交 。
相关决议在瑙鲁议会全票通过，议会
全体成员起立表达支持。在北京，安
格明专门向中方提及这一细节。“这充
分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是得人心
的，符合瑙鲁的根本利益。”他说。

2016 年，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 ；2017 年 ，巴 拿 马 ；2018 年 ，多 米 尼
加、布基纳法索、萨尔瓦多；2019 年，所
罗门群岛、基里巴斯；2021 年，尼加拉
瓜；2023 年，洪都拉斯；2024 年新年伊
始，瑙鲁……

近些年来，已有 11个国家先后同中
国建交、复交。这再次向世界昭示，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

中 国 历 来 主 张 大 小 国 家 一 律 平
等，致力于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
好合作关系。在同太平洋岛国交往过
程中，中国同地区各国始终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深受各国人民欢迎。

目前，一些中资企业承建的项目
已落地瑙鲁，不仅为当地带来先进技
术和就业机会，也拓展了瑙鲁与世界
的互联互通，提升了当地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

据了解，在这个太平洋岛国，中国
元素并不少。中国春节在当地颇有知
名度，中国传统舞龙表演也有不少瑙鲁

“粉丝”；糖醋排骨、白切鸡、水煮鱼等中
餐佳肴，是不少瑙鲁当地人聚餐的佳
选。安格明告诉记者，自己就是先学会
使用筷子，后来才学会用刀叉的。

“中国言必信、行必果，已赢得了
瑙鲁人民的心。”安格明对未来充满期
待，“瑙中复交必将使两国友好的涓涓
溪流持续汇聚成广阔海洋。”

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 （记者
刘华 孙奕 马卓言）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 7.1 级地震发
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响应，第一时
间投入救援，在救灾路上、在安置点里、
在物资筹备过程中，记者见证了许多彼
此温暖、相互守望的故事。

“消防员救灾回来，我免个单
太微不足道了”

7.1 级强震过去一夜，救灾归来的
消防员吃饭时被店主“强行”免单——
街边小馆里这样一段监控画面，让许多
网友感到暖心。

“排 查 房 屋 、搭 建 帐 篷 、搜 救 牛 羊
……一直没歇着。”阿拉尔市消防救援大
队教导员曾军告诉记者，地震发生后，他
们立即挺进灾区，连续奋战一天一夜后
返回驻地。在阿拉尔一家牛肉面馆用餐
准备结账时，店主却坚持不收钱。

“你们都冲在一线，我这点绵薄之
力不算什么。”牛肉面馆店主马哈三说，
他的老家在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前
不久刚经历 6.2级地震冲击。

“当时第一批到我家乡救灾的就是
消防员，现在新疆遭了灾，消防员救灾回
来，路过我店吃口饭，我免个单太微不足
道了。”马哈三说，这两天他还要继续为

救援人员免费提供热腾腾的牛肉面。
“能得到群众这样的信任和鼓励，我

和战友们心里特别高兴。”曾军说，他们随
时待命，灾区有任何需要，都会立即出动。

“这么多人来帮我们，我们自
己也行动起来”

“我带你去找我爸爸，我爸爸特别
厉害，他会盖房子。”炉火映照在木尼
热·吐拉克脸上，她眨巴着眼睛，执意要
带记者找她爸爸。

23 日晚上 9 点，室外气温已降到零
下 13℃，距离此次地震震中最近的乌什
县亚曼苏柯尔克孜族乡安置点一片忙
碌，不断有物资运抵，不停有志愿者到
达。木尼热的父亲吐拉克·艾沙正和救
援人员一起搭建帐篷。

“家里衣柜倒了，碗砸了一些，房子
没问题。”吐拉克一边干活一边说，这次
地震晃得厉害，但村子里没人受伤，村
民们住的都是政府帮忙修的抗震安居
房。为了确保安全，村里动员大伙儿先
来安置点住着。

“有这么多人来帮我们，我们自己
也行动起来，还有什么坎迈不过去呢。”
吐拉克说。

不远的地方，来自国家电网阿克苏
市供电公司的工人们也在加紧作业。“最
紧要的是赶紧把电接进来，让帐篷里的灯
亮起来。”公司副经理艾尼卡尔·组农说。

很快，帐篷里的灯都亮了起来。
不光电力部门、消防部门、应急部

门，记者在多个安置点走访看到，受灾
群众积极主动，有自告奋勇为大家烹饪
抓饭的，有帮救援人员搭建帐篷的，有
维持秩序分发物资的……天气虽然寒
冷，但每个人心里都暖暖的。

“灾难面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34吨面粉，10吨色拉油，25号就能
发到受灾群众手上。”乌鲁木齐市青年志
愿服务协会秘书长王永强告诉记者，地
震发生后他们第一时间响应，为解灾区
群众燃眉之急，他和同事立即赶到距离
受灾地较近的阿克苏市采买救灾物资。

“本来买不到这么多，老板一听我

们要去救灾，直接让去仓库拉。”得知王
永强从乌鲁木齐赶来采购救灾物资，老
板王道理给了成本价。

“灾难面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王道理说。

温暖的力量仍在汇聚。全国道德
模范阿里木江·哈力克从甘肃积石山地
震灾区返回家乡不久，此次地震发生
后，他又赶赴乌什县安置点支援。“今天
买了 6只羊，给大家做手抓羊肉。”

许多听过阿里木江事迹的人知道
他来了灾区，纷纷捐钱捐物，请他帮忙
采买物资帮助受灾群众。“明天安置点
的群众就能吃上骆驼肉了。”阿里木江
说，有人知道他想给受灾群众做骆驼
肉，把自家骆驼以低于市场价 3000 元的
价格卖给了他。

平价卖、低价卖、免单不要钱，帮着
干、一起干、主动抢着干……从受灾群
众到救援队伍，一束束凡人微光，照亮
着灾区的路、温暖着灾区的人。

新华社乌鲁木齐 1 月 25 日电 （记
者 苟立锋 顾煜 宿传义）

地震后，他们彼此温暖相互守望

第 183个！中国与瑙鲁复交 朋友圈再扩大

习近平向中法建交60周年
招 待 会 发 表 视 频 致 辞
（上接第一版）再接再厉，共同建设既
满足两国人民需要，也有利于世界和
平稳定的伙伴关系。法方愿同中方携
手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解决国
际 危 机 。 2024 年 也 是 法 中 文 化 旅 游
年，双方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我

们要以此为契机，密切两国人民特别
是青年之间的交往，为法中关系的未
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1 月 31 日，两国还将在巴黎凡尔赛
宫举办庆祝中法建交 60 周年暨文化旅
游年开幕活动，播放两国元首视频致辞。

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 （高敬
姜子琳） 生 态 环 境 部 25 日 公 布 的
2023 年蓝天、碧水“成绩单”显示，去年
全国优良天数比例为 85.5%，地表水水
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达到 89.4%，
均完成年度目标。

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 339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为 85.5%，扣除沙尘异常超标天后，
实际为 86.8%，好于年度目标 0.6 个百
分点，较疫情前的 2019 年同期（82.0%）
上升 3.5 个百分点。全国重度及以上
污染天数比例为 1.6%，扣除沙尘异常
重污染天后，实际为 1.1%。

2023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
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 30 微克/立方
米，优于年度目标（32.9 微克/立方米），
较疫情前的 2019 年下降 16.7%。

水环境质量方面，2023 年全国地
表水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89.4%，同比上升 1.5 个百分点，好于“十
四五”目标 4.4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
比例为 0.7%，同比持平。长江、黄河干

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
生态环境部还公布了 168 个重点

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前 20 位和后 20 位城
市名单，地级及以上城市国家地表水
考核断面排名情况等。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日前召
开的 2024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
议上表示，2023 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形势严峻复杂，在全力支撑服务经济
运行整体好转的同时，顶住气象条件
极为不利等多重压力，生态环境质量
实现稳定改善。

黄润秋说，2024 年要持之以恒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因地制宜有序推
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高质量推进钢
铁、水泥、焦炭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
进柴油货车污染防治攻坚行动等。同
时，深入推进大江大河和重点湖泊保
护治理，组织实施重点排污口整治提
升 行 动 等 ，持 续 深 入 打 好 碧 水 保 卫
战。此外，要加强关闭搬迁企业腾退
地块污染管控，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
染物污染治理等。

2023年全国空气和水环境质量完成年度目标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25 日 电 （记 者
申铖 韩佳诺） 2024 年，全国税务系
统将持续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稳步推进
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推广应用，扩围
上线全国统一的新电子税务局，深化拓
展税收大数据应用，提升数字化智能化
治理效能。

这是记者从 24 日至 25 日于北京召
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

2023 年，全国税务系统始终坚持
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原则不动摇，
守牢不收“过头税费”底线，全年组织
税费收入 31.7 万亿元，国家财力根基
持续夯实。

全国统一的新电子税务局
将 于 今 年 扩 围 上 线

1月 25日，文艺小分队志愿者在车厢里进行徽州鱼灯展示。
当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客运段文艺小分队志愿者登上

G7709 次列车，为旅客表演文艺节目，并进行徽州鱼灯展示，让乘客在旅途中感受
温暖。 新华社记者 张端摄

1月 25日，游客在赞皇县嶂石岩景区观赏冰瀑。
寒冬时节，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嶂石岩景区冻凌背瀑布出现冰瀑美景，形态各异的冰柱悬挂在山间，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观赏。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河北赞皇：冬日冰瀑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