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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 林晖 周玮
史竞男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
脉相连。

在党领导中国文艺为建设
中华民族新文化而奋斗的征途
上，2014年 10月 15日召开的文
艺工作座谈会是一座继往开来
的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站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和科学回
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
重大问题，为新时代文艺事业锚
定价值航向，擘画宏伟蓝图。

十年探索奋进。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
新时代中国文艺百花园气象万
千、硕果累累，展现出昂扬自信
的时代风貌。

把舵定向：“没有中华
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2024年9月29日晚，人民大
会堂万人大礼堂华灯璀璨、气氛
喜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同 3000多名观众一起观看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
音乐会，共贺新中国华诞。

从《黄河大合唱》《北京喜讯
到边寨》等经典旋律，到《新的天
地》《新征程》等时代华章……透
过一方舞台，山河壮阔的大美图
卷铺展开来，民族复兴的坚定足
音铿锵回响。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
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
重要战线。我们党历来高度重
视文艺工作，坚持运用先进文化
引领方向、鼓舞士气、凝聚力量。

文艺工作座谈会清晰标定
新时代文艺的历史方位：“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
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
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
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
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坚定的
文化自信，深入总结新时代文艺
工作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
要求，深刻回答事关社会主义文
艺事业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
战略性重大问题，与时俱进推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将党对文艺工作的
认识和实践提升至新的高度，为
繁荣发展新时代文艺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定航向、正导向，指出“文艺
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
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
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谈创作、论方法，指出“文艺
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
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
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讲品位、重艺德，指出“广大
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

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
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
德艺双馨”；

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指
出“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
新的重要源泉”；

……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思想

的光芒，照耀新时代中国文艺事
业崭新航程。

给耄耋之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写信，
勉励他“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
率，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
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在贵州苗寨考察时叮嘱：“一
定要把苗绣发扬光大，这既是
产业也是文化，发展好了既能弘
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同时也
能为产业扶贫、为乡村振兴作出
贡献”；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
馆考察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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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

念之系之，系统谋划、亲力亲为，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部署一系
列重大战略举措，凝聚广大文艺
工作者始终与党同心同行，为文
艺繁荣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
有力指导。

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
习近平总书记谋篇布局、把脉
问疾，推动建立新时代文艺发
展政策体系，一项项关键政策
密集推出——

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等文件发布，到全国性文
艺评奖制度改革、加强新时代
文艺评论工作等一系列文艺政
策出台，破立并举、激浊扬清，山
清水秀、百花齐放的文艺生态逐
渐形成。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进一步对深化文化体制
机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推动文
化创新源泉充分涌流、文化创造
活力持续迸发。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有力指
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强烈的
历史主动精神，奋力投身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实践，以饱含
精神力量的作品引导、凝聚、推
动人民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讴歌时代：“深刻反映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
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
神图谱”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
豪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
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广阔舞台。”

2021年12月14日上午，中国
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
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式上，面对济济一堂的文艺工作
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殷切期望：

“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
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
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
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
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
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
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十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立
足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高
举时代精神火炬，把握时代跃动
脉搏，以文艺精品书写时代答卷。

“我听说中国电视剧《山海
情》近期在科摩罗热播。”2024
年 9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会见科摩罗总统阿扎利时欣
然说道。

《山海情》生动展现了宁夏
西海固人民的奋斗史、中国反
贫困的壮举，凭借真实的再现、
精良的制作、传神的演绎火爆

“出圈”。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

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
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
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
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
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
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
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
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
谱”，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望。

聚焦重要时间节点，献上纪
念抗战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胜
利与和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95周年音乐会《信念永恒》、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晚会《我
们的四十年》、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奋斗
吧 中华儿女》、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
程》等一系列精彩演出，奏响民
族复兴路上一个又一个强音。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聚
焦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主题，
一批优秀作家倾情投入新时代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一篇篇优秀
文学作品为乡土大地史诗般的
巨变留下新的篇章。

置身重要历史关头，文艺工
作者不辱使命，创作推出一首首
歌曲、一部部影片，记录讴歌抗疫
一线各行各业凡人英雄的事迹，
凝聚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

心怀“国之大者”、脚踩生活
大地，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从时
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
提炼主题、萃取题材，抒写中国
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
之果，用心用情讴歌伟大时代。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
近年来，“盛世修典——‘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在全
国多地掀起观展热潮。利用最
新科技赋能，千古丹青数字新
生。人们在历史长河与时代律动
中，领略中国古代绘画的宏富成
就，感受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2022年10月15日，在“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项目即将结项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

勉励项目组“继续深入挖掘中华
文明赓续传承的基因密码”。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
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
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
艺实践的深刻变化。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
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
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
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
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
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
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
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品更加精
彩纷呈、引人入胜。”对文艺创
作、文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作
出精辟指引。

沉浸式戏剧带来全新体验，
网络文艺精品化发展渐成主
流，线上展览、线上演唱会等广受
追捧……

勇做时代“弄潮儿”，广大文
艺工作者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
作努力开拓文艺新境界，向着
新时代文艺高峰奋勇攀登。

不负人民：“让文艺的
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右旗，马头琴乐声悠扬，乌兰牧
骑队员们翩翩起舞，为牧民送
来欢乐。

60多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
队员迎风雪、冒寒暑，辗转跋涉
于戈壁草原之上，服务牧民群众。

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内蒙古考察时指出：“新时代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文艺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方向，积极支持和推广直接为基
层老百姓服务的文艺活动。”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
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
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的动力所在。

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
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让
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扎根人民，倾力反映广大人
民群众的心声——

“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
文化产品，善莫大焉！”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甘肃兰州读者出版集团有限
公司考察时指出，“不断提升人
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
加厚重深邃”。

为人民大众服务，始终是中
国共产党人发展文化的价值取
向。广大文艺工作者走进基层一
线，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

从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
题》、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
征》、豫剧《焦裕禄》等多部戏剧
力作叫好叫座，到全国范围内推
进戏曲进校园、进乡村，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深深融入社会生活、
百姓日常，潜移默化间涵养民族

气质、筑牢文化自信。
长篇小说《装台》、电影《奇

迹·笨小孩》、电视剧《大江大
河》……全国文艺界坚持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的优良传统，以充
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
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出人民喜
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展现美好生
活新图景、新风尚。

依靠人民，不断激发人民群
众的创造活力——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回忆起同作家王愿坚的
一段往事：

“1982 年，我到河北正定县
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
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
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
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
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也需要
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
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
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来自基层一线的文学创作
者多了！文学界涌现了一批劳
动者作家，他们以生活为素材进
行创作，引起广泛关注和共情。

深受村民和网民欢迎的“村
晚”火了！2024 年春节“村晚”
91 个示范展示点各具特色、

“乡”味浓郁，线上线下观众人数
超过百万。

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
地位和首创精神，越来越多的普
通大众自发投入火热的文艺创
作实践，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
登舞台、唱主角。

服务人民，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
国内出游7.65亿人次，电影国庆
档票房达21.04亿元，博物馆、美
术馆人头攒动，人们竞相感受文
化市场的繁荣发展，品味文艺创
作的百花齐放。

进入新时代，伴随经济社会
发展，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从

“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人们对
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更
加凸显。

中国文联持续完善文艺志
愿服务长效机制，把文艺送到基
层；中国作协通过“中国文学盛
典”等活动，把优秀作品带给读
者；各艺术门类把握艺术发展的
新趋势新特点，更好呼应人民群
众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

广大文艺工作者把心、情、
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
感受生活的蓬勃、生命的光彩。

凝心铸魂：“一个民族
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
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前夕，人
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伴随着雄
壮激昂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
曲声，习近平总书记向“人民艺
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
华颁授奖章。 （下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