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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运与国运相牵，文
脉同国脉相连。

中华文明是迄今为
止 唯 一 没 有 间 断 的 文
明。没有文明的继承和
发展，就没有文化的弘扬
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
实现。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中，“四个自信”的提
出，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他鲜明地指出，中国有坚
定 的 道 路 自 信 、理 论 自
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
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
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传 统 文 化 ，时 代 精
神，复兴之魂，深植其中。

流淌过五千年历史
长河，进入新千年的第二
个十年，中华文明屹立世
界潮头，担负起凝聚民族
复 兴 之 魂 的 历 史 重 任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站在历史高度，回
应时代关切，擎起改革这
一最鲜明的旗帜，为中华
文化前行指明方向。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民
族的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不
断增强。《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的颁布，是
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
推动延续中华文脉，传承
中华文化基因，创新中国
成立以来之先河。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
己之生面。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
继承者和弘扬者，同时也
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
倡导者和发展者。

在治国理政的丰富
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强调精神力量的重要
性。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正是走在中国道路
上的 13亿人民共同拥有
的复兴之魂。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
不立。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
大的精神，也需要强大的
思想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
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
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
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
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
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
大 实 践 ，必 将 给 理 论 创

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
力和广阔空间。

之 后 ，中 央 印 发 的
《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
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
大思想理论支撑。

伟大的时代，需要强
大的理论，也需要无愧于
时代的文艺精品。

欢乐着人民的欢乐，
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
民的孺子牛。对文艺工
作者来说，这是唯一正确
的道路。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就是要更好地出精品、出
人才、出效益。2015年
10月 ，中 办 、国 办 印 发
《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
度改革的意见》，完善全
国性文艺评奖的标准和
审批，压缩奖项的数量，
提升奖项的质量，引导和
激励健康创作风气，推动
文艺创作从高原走向高
峰。

中 国 出 版 业 、影 视
业 、演 艺 业 以 及 动 漫 游
戏、网络文学、网络视频
快速发展，激发了人民群
众的参与热情，活跃了文
化市场。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
希望，国家有力量。

进入新千年，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
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
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
新空间。在互联网时代，
整个舆论生态都在发生
深刻变化。

网络时代要依法治
网，一些网络造谣者、色
情提供者和不良网络大
V被依法惩治。人民群
众对此普遍表示支持和
赞赏。

传 统 故 事 ，时 代 创
新。

中 国 文 化 ，世 界 表
达。

带着自信，中国文化
向世界展示了独特的魅
力。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
当水击三千里。

这是一幕“发展出题
目、改革做文章”的大戏。

这是一部充满文化自
信的大作。

传承传统文化，弘扬
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一个有深厚文化自
信的民族，才有长久屹立
的精神支撑，才能拥有复
兴之魂。

第五集：延续中华文脉
几千年前，中国人在这片

广袤的土地上，创造出了灿烂
的农耕文明。诗人用风雅颂、
赋比兴来赞誉，一唱千年。

同样在这片土地上，今天
的中国人用双手和智慧创造
出了现代化的工业文明，而且
奇迹般的只用了几十年，便让
世界瞩目，令世人惊叹。

但是，我们也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已变
得如此珍贵。

这生命之河，将流向何处？
如何为这片土地提供永续

之脉？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这一重要论断，贯穿在习
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它
打破了简单地把发展与保护
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生动地
讲述了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
一。

远见卓识源于亲身实践，
高瞻远瞩基于深入调研。对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的
深刻认识，源自于习近平长期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思
考。

思想上的雾霾不除，空气
中的雾霾就不可能根除。只
有有了先进的理念，才会有领
先的改革。

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里，引人瞩目地提出
了要树立的六个重大理念——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理念；

树立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
理念；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

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
的理念；

树立空间均衡的理念；
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的理念。
改革，就是要冲破传统的

博弈思维，割舍已固化的部门
利益，通过更高层面的协调机
制，把各类生态资源纳入统一
治理的框架之中。

这无疑是一次重大调整，
彰显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

坚决地向错误的发展观、
政绩观说“不”！

然而，对于一些官员来说，
政绩观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彻
底改变的。在一些地方，干部
嘴上不再“唯 GDP论英雄”了，
想法里、做法里、骨子里，还是
在“唯GDP论英雄”。

从大开发到大保护，思路
变化的背后，体现的是生态文
明、绿色发展的进步。这是对
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今
天，每一个在任的干部，每一
个离任的干部，都要面对时代
的拷问、制度的拷问——

你造了什么福？
你给身边的群众带来了什

么？
你给后代留下了什么？
你的作为，是否经得起历

史的检验？
以时代为己任，以责任为

担当。
中国正在推进的这场深层

次、全方位的生态文明变革，
不仅将改变中国，也将为维护
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形成了全面铺开、
点上突破、上下互动、统筹推
进的良好局面。

虽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还面临极大挑战，但长期以来
困扰我国的资源消耗强度大、
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的严峻局面已得到了初步扭
转。

长缨在手，江山向美。
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

色画将来。
这是我们的祖国，这是我

们的家园。这一草一木，这一
山一水，都和我们的今天息息
相关，都与我们的明天紧紧相
连。

第六集：守住绿水青山

2015年 9月 3日，中国以
一场气势恢宏的盛大阅兵，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战阵铿锵，铁流奔涌，战鹰
呼啸。

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
人民军队，精神抖擞地通过天
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
检阅，接受三军统帅的检阅。

这一年，中国的全面深化
改革进入崭新阶段，这个古老
国度由大向强的脚步愈发坚
定。

这一年，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正式拉开大幕，一场决定
中国军队未来的重塑之战全
面打响。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
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一部人民军队发展史，就
是一部改革创新的历史。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立“党指
挥 枪 ”等 一 整 套 建 军 原 则 制
度 ，到 抗 战 时 期 实 行 精 兵 简
政；从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调整
体制编制，到改革开放新时期
百万大裁军，仅建国后大的改
革就有 13次……我军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
利 ，改 革 创 新 的 步 伐 从 未 停
歇。

一支军队，只有勇于变革，
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放

眼世界，纵观全局，审时度势，
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智慧和勇
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改革，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的时代要求。

改革，强军兴军的必由之
路。

改革，决定军队未来的关
键一招。

世界新军事革命速度之
快、范围之大、程度之深前所
未有。这既为人民军队提供
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提
出了严峻挑战。

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就
能乘势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错
过整整一个时代。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
走过的路。要知道从哪里来，
更要知道向哪里去。

2014年深秋，习近平率领
400多名高级将领来到闽西古
田，召开新世纪第一次全军政
治工作会议，在人民军队当年
脱胎换骨的地方汲取力量。

漫山红遍，层林尽染。温
故知新，寻根溯源。

这是后继者对先驱者的缅
怀追思，也是改革者对先行者
的庄严承诺。

改革，牵动着亿万颗心。
出主意，提建议，献对策，军委
改革和编制办公室每天都会收
到很多来信。他们中间，有部
队官兵，有地方领导，有专家学

者，还有老红军、老战士……
改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始终在习近平亲自运筹指
挥下稳步推进，始终牵动着党
中央的心。

一整套解决深层次矛盾问
题、有重大创新突破、体现人民
军队特色的改革设计破茧而
出。

2015年 11月 24日，北京
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瑞雪。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
京西宾馆召开，习近平发出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行动号
令——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
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

先改领导指挥体制，再调
力量规模结构，政策制度配套
跟上，梯次接续、压茬推进。

2020年前，在领导管理体
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
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
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等方面改革
上取得重要成果，努力构建能
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
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
事力量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谋民族复兴伟业，布富国
强 军 大 局 ，立 安 全 与 发 展 之
基。一场浴火重生、开新图强
的历史性变革，在中国大地蓬
勃展开。

第七集：强军之路（上）

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底》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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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