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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文化强国的精神力量 

曹劲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吹响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号角，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自

信心和自豪感。全会审议通过的发展规划建议，将建成文化强国作为 2035 年的远景目标，强调在“十四五”时期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文化建设，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把满足人民文化需要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统一起来，

体现党中央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党领导人民建设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和持久动力所在。 

在满足需要中引导需要 

文化发展在满足社会主体日益丰富的精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也在启发和塑造主体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境界，

并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主体的精神内能。因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要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文化需要与引导人们文

化精神建构的内生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在社会文化供给与个体文化消费关系的把握上，做好“供给、需求、引导”的文章，形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文化生态。 

一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要有品味、格调和气节操守。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

民族强。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承担着铸魂育人使命，一方面要通过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精品力作，描绘我

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丰富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要自觉抵制腐朽文化、享乐文化

和利己主义的思想侵蚀，将明大德、立大德作为文化供给的首要标准。 

二是对文化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的需求要有法度支撑和规制，形成社会主义文化服务的和谐秩序。一方面要持续加大政府

公共文化服务的优质、均衡供给，在满足人们基本文化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注重区域间、城乡间、个体间的服务均衡，让每一

个人都享有优质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尤其是互联网文化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监管，保

护合法、打击非法，保障社会文化市场及互联网文化空间的清朗有序。 

三是对人们的文化需求的引导要注重规律和方法，让文化对心灵的滋养润物无声、大象无形。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其精

神世界的成长深深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因而，要从社会生活入手，将对个体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与家庭、学校、社会的道

德型塑有机结合起来，帮助人们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建构文化的理性精神和道德情感。要引导社会个体融入集体、融入社会，

与时代进步共成长，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才干作为文化内生需求的坐标，不断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在引导需要中树立价值 

关于如何当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探路者、先行军，《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制定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重点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目

标，系统谋划推进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加快提升文化创新创造发展能力，构筑思想文化引领高地、道德风尚建设高地、文艺精

品创作高地，推动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跃升。 

在满足人民文化需要中，引导文化需要尤其重要。通过明晰价值理念、树立价值标杆、主导价值传播，可以有效促进个体

的价值生成和文化心理建设，进而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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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价值内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生于人们心中，需要针对不同年龄的认知特点、不同阶层的知识需要以及不同民

族地域文化特征等，有的放矢地贯穿于学校教育、生产实践、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之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是

非标准和生活追求。促进个体价值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锲而不舍。 

强化价值激励。在人们信息交流交往日渐扩大的现代社会，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人们生活选择的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需要通过强化制度激励、榜样激励等外部激励手段，影响并深入到

个体的精神生活和情感体验中来，进而转化为主体对价值认同的自我激励。要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向激励作用，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风化雨、育德成贤之功效，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 

拓展价值分享。拓展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分享、形成价值共鸣，是凝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在文化力量。要善于运用媒

体力量，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舆论，尤其要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引导人们自我发声，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与践行，作为价值表达和情感表达的方向标、晴雨表。在社会生活中分享价值绝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故

事展开，因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身边故事，应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文化主旋律。 

在树立价值中建构精神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在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离不开中国人民强大精神力量的推动。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和

主体支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主体的价值坐标，在满足人民文化需要中有效引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需要，不

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当代建构与代际传承的内在逻辑，也是持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根本

路径。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需要将个体精神、集体精神和社会精神的建构过程有机融合，锻造民族复兴的精神脊梁。 

精心培育个体精神。培育个体精神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个体起点，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落脚点。要从个体的认

知需求和时代启迪出发，将精神育成熔铸于知识教育、技能培养、文化体验和行为习惯养成等全过程，既着眼于个体精神生长

方向上的领航把舵，又善于在细致入微处捕捉个体精神生长的契机，精心施教、诚心互助，使个体不断追求精神品格的自我完

善和发展。 

大力塑造集体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创造，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主题，而且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精神动能。与西方资本主义强调个人利益至上的文化本位不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坚持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需要为文化内核，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内聚力和向心力。在新时代大力塑造集体精神，就是要

通过增强个体对集体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优势，增强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 

持续升华社会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延绵不绝的文化创造和传承使中华文明熠熠生辉，蕴育了强大的民族精

神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续写着中华文明的时代篇章，极大丰富了中国社会文

明进步的精神谱系，使中国精神持续不断地得到升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更好构筑中国价值、持续升华

中国精神，既是巩固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