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

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

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

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

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

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两

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对于我们更好地担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在新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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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非常重

大的意义。

“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

规律的深刻把握。尽管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两者之间具有天然的、内

在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和社会平等的价值导向，认为社会活动致力于

人的自由和幸福，人的活动致力于为社会服务，

才是有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

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

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

善邻等，都同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

“两个结合”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

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

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只有

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

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

势”，“两个结合”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

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文化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

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作为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甘肃文化资源丰度居全国

第五，堪称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彩陶

文化、丝路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

航天文化、民族文化等优秀文化资源遍布，文化

瑰宝璀璨夺目，民俗生活五彩斑斓。甘肃省印发

的《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甘肃

实践相协调、相适应，与深厚文化底蕴、丰富文化

和旅游资源相匹配的文化强省的发展目标，力争

到 2028 年文化和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的 6%、人均文化旅游消费达到 1000 元以

上。文化强省，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

的战略选择、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我们要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

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充分挖

掘甘肃省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地域优秀传统文化，为河西走廊文

化旅游业搭建良好平台，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

建设提供更多有效载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文化精品讲好甘肃

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努力让文化成为甘肃最富

魅力、最吸引人、最具辨识度的标识；要以只争朝

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努力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

篇章，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贡献甘肃力量。

（作者系嘉峪关市政协委员、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 赵明霞

深 刻 理 解“ 两 个 结 合 ”的 重 大 意 义
更 好 担 负 起 新 的 文 化 使 命

文化传承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重要

的意义，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

结晶，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原始的精神基因，积淀

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彰显了中华民

族最深厚的民族认同感，在新时代新征程以更

为坚定的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丰富的

精神滋养。

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民族的延续，都离不

开自身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史，始终一脉相承，不断传承的中华文化是我们

民族能够延续至今的根本所在，沉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

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

发展道路、精神品格、共同信念、历史取向、胸怀

格局。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一定要清晰的认识我们所传

承的中华文明，知其源流，明其原理，这样才能帮

助我们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认识

达到新的高度，在新时代谱写更加生动的文化传

承发展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

学真理，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

思想，是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战胜各种危机困难

的根本指南。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两个

结合”，并着重论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

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所具有的高

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中指出，在中华

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

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我们要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

教条，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相贯通，紧紧围绕“第二个两个结合”，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一切以实际为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甘肃发展建

设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甘肃实际和时代要求的

正确回答。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哺育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茁壮成长，激励着我们

不断前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方能屹立世界民

族之林，从流传至今的各类文化到雄伟壮观的

历史遗址，无一不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中指出，在新

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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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定文化自

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努力创造属

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甘肃是中华民族和

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由于独特的地理

位置，使甘肃成为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中华文

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交汇之地，历史文化底蕴

厚重，历史文化悠久深远，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有着许多独特的历史文化，比如融

丝路文化、敦煌文化、黄河文化、伏羲文化等等，

这也造就了甘肃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新

时代，企业一定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文

化自信，建立起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价值观，

并将其转化为企业的未来发展优势，助推企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伟大征程中展现企业的担当、作为和形象。

（作者系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副主席，兰州

华能生态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 金于熙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民 族 之 魂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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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说：“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读懂古老而伟大的

中华民族为何生生不息，领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如何博大精深，才能不断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迈向光明宏大的未来，眺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壮阔前景，新时代文化只有深刻把握中华

文化的独有特质、独特作用和独特定位，深刻揭示中

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确保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创

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才能坚定不移走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

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世界性贡献。

第二，坚定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2021 年 3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考察时指

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

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

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我们要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

风范”新时代文化工作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

负责的精神，在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理念指引下，以古之规矩，开今之生面，深入

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身体力行探寻中华文化保

护传承之道。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处理好继

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把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把山水人文交汇

成现代宜居之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相通，让文化自信构筑起

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文明古国就能阔步迈向

文化强国。

第三，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

政的新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提出，深刻阐明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之“根”。这次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

“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

“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

性。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丰富发展

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作出了世界性贡献。

第四，不断开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新境

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

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何为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

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

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

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如何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

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

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文明因

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要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

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

出来，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

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

传播出去，展示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为世界各国开拓、探索出一条交流互鉴、美美与共

的文明之路，才能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新境界。

（作者系正宁县政协委员、县文联主席）

传 承 弘 扬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新 时 代 文 化 工 作 的 使 命 和 担 当

□ 师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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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作出一系列战略性部署，多次

对文化遗产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了一系列

内涵深刻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在实践

中形成和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

重大理论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文化遗产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落实。

要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两个结合”重大意义。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指出，新的

征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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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

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两个结合”的第一次提出。

2021年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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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调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

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

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是“两个结合”的重申。2022年 10月，党的

二十大报告重点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

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

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

和旺盛活力。今年 6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

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是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

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

的深刻总结，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要准确把握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时空维度。

2022年 5月 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

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

文化创新的宝藏。今年 5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运城博物馆时强调，博物馆有很多宝贵文物甚至

“国宝”，它们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

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要深入实施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习近

平总书记连续两次在重要讲话中提及到的重要时

空论断，是我们在新时代开展文化传承相关工作的

基本时空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

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

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

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

略性、指导性，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做好文化

传承工作，事关传承国运文脉，事关坚定文化自信，

事关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在书写中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篇章的过

程中，充分认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文

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时空维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系嘉峪关市政协委员，嘉峪关市委党校

副校长）

准 确 把 握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保 护 的 时 空 维 度

□ 何满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