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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与时代同
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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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代画像、为时
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
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
民。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挑战，顺
利实现中共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紧
紧依靠人民，汇集和激发近 14亿人民的磅礴
力量。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

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
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
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源泉。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践深
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
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
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
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一
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
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
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希望大家立足中国
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

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文艺创作要
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
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
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

习 近 平 指 出 ，要 坚 持 用 明 德 引 领 风
尚。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
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以文培元的使命。大家理应以高远志向、
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要
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
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

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
要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
功，做到勤业精业。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自尊自重、自珍自爱，讲品位、
讲格调、讲责任。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70 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
翻 地 覆 的 变 化 。 无 论 是 在 中 华 民 族 历 史
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
地的奋斗史诗。希望大家深刻反映 70 年来
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 70
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
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

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
强大精神激励。

习近平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
奋进的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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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汇聚全民
族的智慧和力量，需要广泛凝聚共识、不断增
进团结。要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聚
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加强和改进政
协民主监督工作，广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正能量。希望各位政协委员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和能力，在方方面面都发挥带头作
用，做到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张庆黎、刘奇葆、夏宝龙、汪永清、刘新成
等参加联组会。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哲学社
会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
量。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
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
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

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为做好新时代文化文艺工作和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
灵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
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
文明极大发展。文化文艺工作、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是培根铸魂的工
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肩负着光
荣而艰巨的任务。

“质文沿时，崇替在选。”因时而
兴，乘势而变，与时代同步伐，这是古
今中外优秀作品诞生的一条基本规
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为文艺创作、学术创
新开辟了广阔空间，提供了丰富的创
作主题和创新灵感。对文化文艺工
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与
时代同行，就是要记录新时代、书写
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深刻反映时代
巨变，描绘时代精神图谱，为时代画
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创作、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搞清楚的根
本问题。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
代的雕塑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

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扎根人民之
中，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
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用心用情
用功抒写人民，文艺创作就有了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让调查研究接地气，让学术成
果满足人民需求，才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学问写进
群众心坎里。

以人民为中心，重在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不管
是文艺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应植根现实土壤、反映
人民心声，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为创造
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倾注心血。新中国70年
砥砺奋进，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深刻反映70
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
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
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就能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
传世之作，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做人、做
事、搞创作、做学问是统一的，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
己。文化艺术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
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必须坚持用明德
引领风尚。要志存高远、修身养德，努力追求好德行、
高品位，用良好品行为社会作出表率。要坚守高尚职
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耐
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
时之誉而急躁，做到勤业精业、自尊自重，始终做一个
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人，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
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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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崇德尚艺：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

建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信仰、有情怀、
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
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
的艺术家和学问家。

“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
向，我们更加感受到了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责
任和担当。”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陈力委员
说。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
作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娘家人”，来自

中国文联的李前光委员说：“在奋进新时代的
伟大征程中，文艺工作者承担着以文化人、以
文培元的重大使命。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
努力攀登艺术高峰，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
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
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
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
实课题。

“总书记的讲话，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
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安七一委员说，
作为藏学研究工作者，更要走出象牙塔，走进
青藏高原，就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经济发展
等现实问题深入研究，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作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贡献。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
来自山东大学的王学典委员说，要扎根

中国大地，扎根人民之中，反映中国时代发展
的大变迁，深刻解读历史性变革中蕴藏的内
在逻辑，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
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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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
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畅谈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心得
新华社记者 胡浩 林晖刘慧

把握时代脉搏：
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为时代明德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
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
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中国国
家话剧院副院长田沁鑫委员说，我国全面
深化改革处于攻坚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处于关键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文艺作
品必须具有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力量。

“比如我国的脱贫成就，让世界震
撼。这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热情讴歌。”
田沁鑫说，自己正在导演民族歌舞剧《扶
贫路上》，为在扶贫一线艰苦奋斗的党员
干部点赞。

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
代之先声，文艺作品才能有生命力。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委员认为，
要创作新时代的精品佳作，首先要清楚新
时代需要什么，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审美情
趣是什么，融入时代、融入生活，这样的作
品才会烙下时代的印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我
们要带着这样的任务，回到各行各业的实
践中去，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为回答时
代课题作出贡献。”李大进委员说。

“要深刻解读新中国 70 年历史性变
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更好用中国理论
解读中国实践。”邓纯东委员说，哲学社会
科学的发展应当根据当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需要和时代特点，不断推进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使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真正体现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牢记以人民为中心：
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
代的雕塑者。

在谈到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印象最深的一句时，巩汉林委员
脱口而出：“以人民为中心！”

这短短的几个字，正是文艺
工作者创作的源泉和中心。他
说：“了解人民群众，才能够创作
出具有火热生活气息、走进人民
心坎里的好作品。总书记的话更
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
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
创作都为了人民。

“我们的创作为了谁？我们
的作品给谁看？”联组会上，冯远
征委员发言时提出的问题引人思
考。在他看来，文艺作品是为人
民创作的，是演给观众看的，艺术
创作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里。

冯远征说，青年文艺工作者

的培养是他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
之一。“‘一切为了人民’是优秀文
艺工作者的最大属性和第一宗旨，
要作为使命一代代传承下去。”

“只有真正将人民装在心中，
用心体会温暖的细节，才能更好
地为人民代言。”李掖平委员认
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
社会基层，到火热的生活第一线，
到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中，切实
调研、了解、感受人民群众所喜所
忧和所思所想，只有这样才能避
免“假大空”的标语口号和脸谱
化，真正传达出时代的脉动、社会
的需求和人民的心声。

“历史经典能传承至今，就是
因为融入了人民。”张建国委员认
为，创作要依赖人民、依靠人民，
脚踏实地与人民相结合。“只有踏
踏实实沉下心来，走到人民中间，
才能打造精品，传承力作。”

“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
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
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
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
德引领风尚。”

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
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的讲话，在
全国政协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与文艺工作座
谈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一脉相承，再次吹响了以文化自信为底蕴、以伟
大灵魂和作品为动力，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
大精神激励的进军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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