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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发言摘编

把握五个特性担负起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郑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杨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
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
阐释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是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行动指南，是做好新时代宣
传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

深化对“五个突出特性”重大意
义的认识，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自
强。“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华文明
特质的高度概括，是现代文明大国
的主要内核。新征程上，我们要聚
焦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找准
文化前进坐标。一是加强研究阐
释，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积极推进郑州兴文化工程，用郑州
文化、郑州故事，阐释中华文明突出
特性。二是加强保护传承，加大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守护好中
华文脉。三是加强标识构筑，构建
优秀传统文化集中展示体系，让更
多人触摸历史、感知文明、滋养精
神、读懂中国。

深化对“五个突出特性”内涵的
把握，进一步增强践行“两个结合”的
自觉性。一是强化理论武装，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实现文化
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二
是强化实践创新，用郑州的当代实践
践行中国经验，用郑州的发展变化实
证党的创新理论，为推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作出郑州贡献。三是
强化宣传推介，打造“两个结合”郑州
研究品牌，运用全媒体传播体系，积
极传播郑州声音。

深化对“五个突出特性”的规律
性认识，进一步明晰文化强市的发
展方向。一是积极构建郑州文化 IP
矩阵，提升郑州城市形象。二是在
推动郑州文化走出去上求突破，推
动郑州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
三是在推动文旅文创深度融合上求
突破，以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为牵引，深入
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行动。

讲好郑州故事
为建设文化强市作贡献

郑州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郑州日报社社长 卢士海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
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郑
州报业集团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上来，努力为加快推进“四地一重
地”建设、打造文化强市作出媒体
应有贡献。

深学细悟，进一步坚定文化自
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
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
性”，系统阐释了“两个结合”的重大
意义，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
战略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
领会，深刻把握讲话精神内涵，进一
步坚定文化自信，发挥主流媒体优
势，挖掘好、利用好郑州深厚的历史
文化资源，为加快推进“四地一重
地”、建设文化强市提供有力舆论支
持、作出郑报贡献。

学以致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推动新闻宣传工作的具体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明了坚
定文化自信自强、扎实推进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的方向路径。我们将在深入学习
的基础上，把学习成效落实到新闻
宣传工作中，立足郑州实际，通过融
媒体的技术和表达，加强对城市文
化的解读阐释，讲好郑州故事，全面
支撑和推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
基地中的全国重地建设。

肩负新使命，奋进新征程。郑
州报业集团作为郑州对外发声的重
要渠道，作为展示城市形象、讲述城
市故事的重要载体，将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继续
根植郑州、深耕郑州，提升站位、强
化策划、创新手段，推出更多有深
度、有影响的新闻产品和文化创意
IP，全方位展示郑州丰富多彩、深厚
独特的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行走河
南，读懂中国”名片，为把郑州打造
成为文化高地、文化硅谷、文化强市
贡献媒体力量。

以“重地”建设为引领
加快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

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景雪萍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
做 好 新 时 代 文 化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 遵 循 。 全 市 文 广 旅 系 统 将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精
神，以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为目标，实
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行动，打造
文化强市。

全力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文化自信和省委文旅强
省战略部署，准确把握“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郑州是重中之重”的使命
任务，紧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我市实际，以“四地”支撑

“全国重地”，建设文化强市。
深入领会“两个结合”，推动文

旅创新发展。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创作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

优秀作品。郑州作为文化大市，
推出不少现象级的原创性作品，
如《唐宫夜宴》等，展示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成果。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
群众文化生活。把文化传承根植于
群众之中，让群众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氛围中汲取文化自信。围绕黄
河文化、中原文化、黄帝文化进行文
艺创作，讲好郑州故事。加快推进

“书香郑州”“书画郑州”“文艺郑州”
“戏曲郑州”，让郑州的文化形象
“立”起来，文化特色“树”起来、文化
优势“强”起来。

不断优化文化生态，促进文化
旅游消费。把推动文旅文创高质
量发展，作为提振发展信心、激活
市场消费、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改
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推出系列惠
民措施和文旅促消费活动，培育城
市吸引力、提升服务承载力、增强
经济推动力。

以文物活化利用
推动文化传承创新

郑州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 顾万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推
动文物保护利用、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指明了方向。市文物局积极
谋划文物活化利用新举措，推动“全
国重地”建设，全面提升古都郑州的
国际影响力。

深学细悟会议精神，传承好发
展好中华文明。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高度，深刻总结中华文明具有的

“五个突出特性”，为我们传承好发
展好中华文明注入了固本培元的思
想力量。郑州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
祥地，要充分挖掘利用好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积极推动市委、市政府

“全国重地”战略举措，讲好郑州文
化的灿烂成就，把历史文脉传承下
去，让中华文明发扬光大。

谋划推动“重地”建设，提升郑州

文化软实力。以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建设为核心
工作，成立专班，编制方案。研究梳
理郑州地区东亚现代人起源、农业
文明起源、河洛古国遗址群、早期商
都等“十大组团”项目，丰富全国重
地建设内涵。深入推进文旅文创产
业融合发展，围绕“四地一重地”，打
造全景式中华文明集中展示地，持
续提升国家中心城市文化软实力。

优化提升公共服务，强化遗产
研究阐释。以黄河国家博物馆等重
点场馆为平台，打造具有中原特色的
原创精品展览。积极推出华夏历史
文明主题系列线上线下互动精品展
览，全面提升博物馆展览展示和公
共服务水平，切实让文物活起来。
开展郑州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编纂
《郑州文物志》《百年郑州考古》《中
文化系列书》等文化基因解码丛书。

主动担当作为
助力文艺郑州建设

郑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张 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推动
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文联将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
动力，助力文化强市和文艺郑州建设。

深刻领悟“第二个结合”，增强文
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第
二个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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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
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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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坚 持 守 正 创 新 ，抓 好 成 果 转
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教育引

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
创作精品力作。牢固树立守正创新
理念，谋划一批重大自主性文艺活
动和项目，推动文艺战线出人才、出
精品、出领军人物。树牢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以“艺心向党、艺
心为民、艺心联友、艺起努力”为载
体，推进文艺惠民。

围绕全国重地建设，主动担当
作为。今年，市委作出了打造“华夏
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
地”，建设“中华儿女的寻根之地、中
华文明的朝圣之地、中华文化的体
验之地、国学教育的实践之地”的决
策部署，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
承发展的讲话精神高度契合。文
联将紧紧围绕市委的决策部署，以

“守牢两条底线、抓 住 八 个 关 键 、
回 答 四 个 问 题 ”的 工 作 思 路 ，主
动担当作为，服务大局。

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弘扬厚重历史文化

郑州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社科院院长 叶光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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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新论述，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指明了方向和遵循，
为推动中华文明传承弘扬提供了
思路和方法。

学 深 悟 透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炼出
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
自信。我们要加强学习领会，运
用到研究、阐释和宣传工作中，
讲好历史故事、书写郑州文化、
塑造文化精品，推出更多文化研
究精品成果，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
和制度创新。

把握规律，指导工作开展。把
“两个结合”与具体工作融为一体，
融入理论研究、文化阐释、基因挖
掘中，确保城市文化研究的正确方
向。构建马克思主义与郑州传统
文化有机结合的路径，探索城市文
化传承创新的新范式，揭示中华文
明的发展规律，为文化建设提供强
大理论支撑。

创新手段，传承弘扬厚重历
史文化。立足文化强市建设的总
目标，围绕“四地一重地”建设、兴
文化研究、文化基因解码等具体
任务，牢固树立互联网思维、平台
思维、用户思维、移动思维，运用
好社科调研课题、社科评奖、学术
年会等平台，推出高质量的学术
专著、资政报告、理论文章，为高
质量推进文化强市建设贡献智慧
和力量。

为郑州文化事业新辉煌
贡献管城力量
管城回族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李献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于更好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全面落实党
的二十大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的各项战略部署，扎实推进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在 把 握 讲 话 精 神 中 坚 定 决
心。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了中
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揭示了“两个
结合”的深刻内涵，尤其是将马克
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
贯通，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对管城区全力推动
老 城 复 兴 、古 都 新 生，全面推进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
全国重地建设各项任务的完成具有
重大指导意义。

在 强 化 学 用 结 合 中 担 当 使
命。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
合起来，深研细读，深刻领会，掌握
精髓。坚持学以致用，将讲话精神
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聚焦重大文化
项目，全面促进文旅文创融合发
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打造
一批专业化、面向群众的文体类活
动队伍，全面提升文化服务水平。

在 紧 跟 目 标 方 向 中 踔 厉 奋
发。管城区建立了高位推动华夏
重地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压紧压实
工作责任，全面加快项目建设。发
掘活化文化资源，大力提升管城知
名度。以商都文化脉络为依托，延
伸文旅消费业态，打造具有影响力
的传统文化消费旅游地。

奋进新征程
实现新跨越
巩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景秀香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我
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努力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出了明确要
求。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为指导，立足巩义实际，发挥优
势、文化赋能，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
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深刻把握精神要义。深入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了
解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两个结
合”重大意义，担当起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
重要位置，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把巩义打造成黄河流域具有鲜
明特征的文旅强市。

努力营造学习氛围。通过“第一
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
等方式，利用“学习强国”巩义融媒

号、“云上巩义”客户端等载体，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引
导全市党员干部学深悟透、学思践
行，奋力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切实担当文化使命。以“华夏
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
地”建设为契机，大力弘扬黄河文
化、河洛文化、杜甫文化，打造“诗圣
故里 河洛巩义”文旅品牌。抓好总
投资 48.9亿元、年度投资 7.5亿元的
14类 50个文旅文化项目，启动双槐
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省级）、北宋
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打造

“探·文化巩义”黄河之旅等六大主
题精品旅游线路，办好黄河论坛、杜
甫国际诗歌周、“百年香玉”纪念活
动、“河洛大舞台”、“豫见长寿山”、
2023国际音乐季、嵩顶冰雪文化旅
游 节 等 品 牌 节 庆 活 动 ，持 续 擦 亮

“中华诗城”品牌。

以黄帝文化的传承创新
扛稳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新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璩鹏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做好新时代
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新郑市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省委市委的要求，加快
推进文化强市建设。

把握特性、构筑标识，持续叫响黄
帝文化地标。以黄帝文化的传承创新
为抓手，对照“四地一重地”建设标准，
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
城”。积极谋划推动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升为国拜，让拜祖大典成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抓紧抓实
黄帝故里景区5A级景区创建，让黄帝
故里园区成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四地一重地”标志性文化工程。
项目引领、以文兴业，持续打造

黄帝文化品牌。紧扣新郑市委“五大
任务”，让黄帝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磅礴动力。依托轩辕纪念馆和姓

氏文化馆的建设展陈，将黄帝故里园
区打造成中国黄帝文化传承、研究、
体验中心。以黄帝故里园区为龙头，
整体包装运行周边的南街古巷、洧水
公园等景点。把黄帝千古情景区打
造为黄帝文化具象化传播的有力载
体，持续筑造河南文化新高地。

担负使命、走深走新，持续塑造黄
帝文化生态。把黄帝文化保护好、传承
好、弘扬好、利用好。进一步深入研究
挖掘黄帝文化的学术内涵与当代价值，
形成一批理论创新成果和教案教材，推
动黄帝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干部培
训学院。进一步加强文艺精品创作，从
黄帝文化的研究中提炼特色文化符号，
创作一批戏剧、舞蹈等黄帝文化文艺精
品。进一步串点成线塑造黄帝文化生
态，建成并开放郑韩故城遗址公园等十
余处遗址生态文化公园，积极争取谋划
建设裴李岗遗址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