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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的南京力量 

陈勇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江苏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的目标任务，对深入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作出全面部署。面

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南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围绕“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不断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竞争力、影响力，聚力打造文化凝聚力和引

领力强、文化事业和产业强、文化人才队伍强的文化强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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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贡献南京力量，为全市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使

命、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南京新篇章、全面建设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城市提供强大思想

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筑牢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夯实共同的思想基础，凝聚强大

的思想共识，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首要

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健全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员冬训等制度，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充分

用好市社科基金、高校马院、新型智库等社科研究平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将“两个确立”作为最深刻的政治领悟、政治信念、

政治自觉。高标准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级融媒体中心和“学习强国”南京学习平台建设，办好南京日报《思想理论》周

刊、理论宣讲节目《思想的力量》以及“梧桐论语”微信公众号，策划推出理论短视频等生动活泼的理论宣传产品，按照“一区

一品”打造各具特色的理论宣讲品牌活动，以更多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的宣传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压

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风险研判、决策风险评估、风险防控协同机制，全面加强各类阵地

管理，深化“扫黄打非”工作，做到明责任、重研判、强管理、善斗争，坚决维护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弘扬时代精神、树立时代新

风、造就时代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现代化。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广泛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抓好《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

保护利用条例》宣传和实施，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一期）雨花台红色基因库建设，建好用好“中国南京红色在线”平台，

持续深化“四史”宣传教育，广泛组织开展仪式感强的宣传教育活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大力塑造和弘扬城市精

神和市民精神，完善道德典型选树宣传机制，广泛开展南京榜样、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评选，选树一批新时代的先锋、新时代

的奋斗者，引导人们见贤思齐、崇德向善。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建好市志愿服务信息化平台，建强基层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队伍，充分发挥志愿服务队伍在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移风易俗等方面的作用，在服务群众中更好强

信心、聚民心、暖人心。深化“志愿之城”建设，培育塑造一批聚焦新时代文明实践、红色文化传承、疫情防控的志愿服务品牌，

在国际志愿服务工作上努力探索创新经验。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文明城市创建指标融入各行业各部

门工作标准和日常管理，不断探索特大城市治理的南京路径，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共享，为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提供文化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是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深入挖掘展示“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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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京”特色文化，保护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推进长江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办好南京长江文化国际雕塑艺术

邀请展，加强与世界不同河流文明城市的交流，努力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核心示范区和长江流域的璀璨明珠。实施文艺

作品质量提升工程，强化对文艺创作生产规划引导，丰富完善文艺创作题材库，推出更多弘扬时代精神、彰显时代气象的精品力

作，打响“南京原创”文艺品牌。规划建设中华门外历史文化功能区、长江路文旅集聚区等重大文化片区，推进市博物馆新馆、

城市音乐厅建设，布局打造一批精品小剧场，持续办好南京文化艺术节、南京森林音乐会、金陵小剧场展演季、南京戏剧节等品

牌活动。积极参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推进红色文化资源、历史文化遗产、图书馆藏等数字化，建设市公共文化服务数据

库，打造“一站式”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开发推出更多线上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完善

城乡、区域公共文化服务规划布局，推动文化资源向基层和农村倾斜，丰富拓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深化“书香南京”建设，推

动实体书店、农家书屋等发展，鼓励开办各类新型阅读空间，办好文学之都主题书展，大力推广全民阅读活动。 

提升文化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作用。文化产业既承担着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的功能，又具有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文化产业作为拉动文

化领域新消费、塑造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要引擎，坚持以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牵引，抢抓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机遇，促进文化与科技、旅游、金融等深度融合，大力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文化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

动文化产业带和产业园区业态集聚、提质增效。充分发挥南京科教资源优势和软件信息服务、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基础优势，推

进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创意设计、影视动漫、文化旅游、数字出版等行业繁荣发展，打造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

示范基地、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放大特色品牌活动效应，提升中国（南京）文化科技融合成果展览交

易会、“蓝星球”科幻电影周、南京（国际）动漫创投大会、南京创意设计周等办会水平，强化提升招商引资、商务合作、品牌

推广和文化消费功能，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和影响力。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

建设，深入挖掘展示地域文化内涵，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批国家

文旅消费示范城市建设，加快文化消费线上线下双向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文化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助力。 

 

庆祝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 73周年升国旗仪式（作者供图）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方位立体化多维度讲好中国故事的南京篇章。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讲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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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营造有利于

改革发展稳定的外部舆论环境。要服务国家外宣总体战略，用好南京特色资源，发挥本地特色外宣平台优势，加快构建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外宣格局，以南京这扇窗口向世界宣介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华文化。用好世界文学之都这张国际名片，

主动融入服务“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倡议、重大战略，创新举办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一带一

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世界城市文化论坛南京区域论坛等文化交流活动，有计划推进与世界文学之都城市的交流合作，开展

中国文学国际传播高峰论坛、国际文学家驻地计划，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

化。深挖国际和平城市资源，推动和平学研究智库加强中国特色和平理论建设，构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叙事体系，办好南京

和平论坛，做好南京大屠杀史实国际传播，宣介阐释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重大理念和倡议。深入

推进文化人脉建设，重点做好专家学者、“Z世代”、海外华侨华人等群体工作。建好用好推特、脸书、图享等三大境外社交媒

体平台“发现南京”账户，主动设置议程，宣传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谱写“强富美

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南京新篇章的崭新成果，努力打造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仪式前城市互动表演（南京）（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