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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信箱·
十七届六中全会
《决定》解读

为什么要提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战略目标？

第一，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
标是立足我国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
化资源提出的。我国
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
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不仅为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
滋养，也为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了独特贡
献。改革开放特别是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
国文化建设加快发
展、文化日益繁荣，
取得历史性的重大成
就，体制改革取得决
定性进展，公益性文
化事业实现了大跨
越，走出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开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
局面，为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创造了良
好条件。

第二，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
标是着眼于全面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提出的。经过３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
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
力有了显著提高，已
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并正在向世界
经济强国迈进，迫切
需要增强我们的文化
力量，形成自己的文
化优势，建设文化强
国。同时，随着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文化建设日益繁荣发
展，人民精神文化需
求日趋旺盛，迫切需
要进一步指明前进方
向，凝聚各方智慧，
激发奋进力量，实现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

第三，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
标是基于提高国家文
化软实力、在日趋激
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
赢得主动提出的。当
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围绕综合国力的全方
位竞争更加激烈，谁
占领了文化发展制高
点，谁就拥有了强大
的文化软实力，谁就
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赢得主动、占得先
机。文化安全在整个
国家安全工作中占据
着基础性和战略性的
重要地位。这就要求
我们进一步加快文化
改革发展，充分运用
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
资源，学习借鉴世界
各国优秀文明成果，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形成与我国
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
软实力和文化影响
力，维护国家文化安
全。 （新华社）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
《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阐明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
标，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
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
目标任务、政策举措，是十七届
六中全会的一个亮点。体现了我
们党文化上的高度自觉和政治上
的远见卓识。

全会关于开创全面提高人民思
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新局
面的号召引人关注。文化是民族
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群众的精
神家园，是发展的重要支撑，文
化是一个民族社会群体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总
合，反映了社会群体的心理、习
惯、情感、观念形态、审美追求
和价值取向。学校应当在国家文
化软实力的建设与提升中，发挥
中坚和骨干作用。身为高校教
师，我们更应自觉以高度的使命
感和责任心做优秀传统文化的薪

火传人。
中央全会的召开和《决定》的

出台，展示了中央对继承弘扬传
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远见卓识和坚强决心。教育系
统作为教书育人、培养国家建设
栋梁的基地，需要全体教育工作
者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文化平台，
为学生提升文化素养提供更多的
沃土。当下，要特别把发展积极
健康的网络文化作为提高校园文
化软实力的新引擎，努力使其成
为传播校园主流文化的新阵地、
服务学术的新平台、活跃师生文
化生活的新空间。

校园文化是形成于学校内部的
一种群体文化和组织文化，是学
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
化的总和。校园文化来源于学校
群体，是学院成员智慧 、经验、
精神作风的积淀和提炼；校园文
化又融于学院群体，是学校成员
学习、研究、教书、育人的规范
和动力。充满诗意、充满魅力的
校园文化能增强学院群体的向心
力，激发教师个体的创造力，提

升学院的整体战斗力。浸润在积
极的诗意的学院文化氛围之中，
每个个体的生活就会充满意义，
生命就会充满活力。因而建构诗
意的学校文化，应成为当代学校
的一种追求。

把校园建成“文”、“雅”、
“序”、“活”的师生家园。“文”
体现知识。学校是知识的海洋，
学习的源泉，一个人置身于其中
就能随处随时学到新知识、新学
问。不仅在教室、图书馆、实验
室里，而且整个校园环境部能体
味到学习的氛围。任何人进入校
园就意识到一种文化，感受到学
校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又
洋溢着现代化的气息。“雅”指高
雅、雅致，它是与卑夷粗俗相对
立的。学校要体现高于社会的文
明格调。学校在管理上要本着
“改革深化，责任强化、利益同
化、方法简化”的原则。加强学
校视觉识别系统的建设，提高学
校美誉度。学院标识要具有个
性，优美精致。其次，学院的建
设及其布局和谐基调，浑然一

体。漫步校园，能领略到瑰丽高
雅建筑、诗情浓郁的橱窗、流彩
叠翠的花圃及滋养灵性的一草一
木、一水一石。再次，进入校园
让人能感受到群体行为举止的相
互尊重、真诚相待高尚风格，感
受到师生奋发进取、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序”即秩序，反映学
校生活井井有条，管理规范，师
生行为有节，遵守纪律，而不是
杂乱无章，无规可循，自由散
漫。“活”就是生动活泼，朝气蓬
勃，充满活力。学生课余生活色
彩斑斓，社团活动丰富多彩，师
生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处处显
出青春气息。文、雅、序、活相
辅相成，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招
体，共同组成高品位的师生家园。

让成功追随每一个学生。一个
充满生机、富有活力的校园，应
该是一个让人人获得自尊和自信
的场所，让人人都获得成功和欢
乐的体验。为此，学院应该根据
学生的个性特长、禀赋、优点，
因材施教，因时施教、因人施
教，因类施教，充分发挥学生的

个性特长，让性格各异的学生争
奇斗艳，各领风骚，让每一个学
生部有施展才能的天地。目前，
学院开设了口才、舞蹈、公关、
书法、武术及专业延伸类的社团
组织。帮助学生发展自已的个性
特长。另外，为激发学生的成功
感、自豪感，还应该让学生相互
欣赏和褒扬，多开展别开生面的
“夸夸我班的同学”主题班会，建
议同学们多谈优点和特长，这样
班级就热闹起来。真诚的赞作，
使每一个同学都体会到了自已的
形象和价值，产生了一种成功的
喻悦。

正如每个人身上都会葆有其家
族的基因和血统一样，每一所学校
也都有自己的特质。这种特质，恰
恰是以文化的方式存续的。学校作
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自身蕴含着
一定的文化要素。一所高水平的学
校，首先应该是注重文化建设、注
重文化品质的学校；一所学校是否
优秀，不仅仅体现在办学质量和师
资队伍上，也体现在它的文化和精
神上。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10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主要议程是研
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问题。其中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最深刻
的就是：“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
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推出更多深受
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要
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
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中国是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之一，与其他文明古国
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曾断
流，是当之无愧、独一无二的传世文明古国。然而，就
是这样一个传世文明古国在近代却沦落为一个积贫积
弱、被人讥讽为“东亚病夫”的国家。改变“东亚病
夫”的形象就要“站”起来;甩掉“积贫”帽子就要
“富”起来;根治“积弱”的毛病就要“强”起来。要建
设一个经济强国，要建设一个军事强国，还要建设一个
文化强国。这就是中国人的强国梦。建设文化强国，就
要重视文化工作，懂得文化建设规律，推动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那么文化是干什么的呢？搞不清文化内涵，就
抓不到文化精髓，就建不成文化强国。

作为文化产业专业的授课教师，深刻感受到文化产
业人才的培养需要更加注重加强学生的创新教育，注重
课堂教学与市场接轨，加大与校外合作培养学生的力
度，以实现对文化产业专门人才的培养。教育事业是培
养人才的行业，是社会的文化高地，是保存、传承、传
播和创造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