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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铸魂”推进共同富裕的桐乡探索 

于会游 

【摘 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以战略眼光

和全局视野深刻把握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的新使命，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先行中实现文化先行，

让文化成为“重要窗口”中最具魅力、最吸引人、最为靓丽的亮点，努力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塑形铸

魂赋能，展现桐乡作为。近年来，桐乡市深入推进“风雅桐乡”建设，探索用文化助力共同富裕，实现精神富有的

桐乡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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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中央赋予“浙江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重大使命，共同富裕美好社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一场深

刻的社会变革，更加需要发挥文化塑形铸魂赋能的强大力量和功能。桐乡是人文名城，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在共同富裕的

大背景下，更加需要把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统一起来，把“富口袋”与“富脑袋”统一起来，让文化成为共富

图景中最富魅力、最吸引人、最具辨识度的标识。 

一、在强化理论武装守护红色根脉上，围绕“以文铸魂”实现共同富裕新突破 

让党的创新理论在桐乡大地落地生根、结出硕果是文化建设的灵魂所在、使命所系。桐乡地处“红船”旁，应当自觉在理论

武装上走在前、当表率，坚定不移做“两个确立”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示范引领者。 

一要学懂弄通新思想，进一步提升理论素养。一方面，要抓好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

用，推进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创新学习载体和方式，全方位、系统性、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实现“理论付诸

实践、实践上升到理论、理论再付诸实践”的迭代深化和螺旋上升。另一方面，要引领“绝大多数”。深入开展“四史”宣传教

育，用“接地气”的方式，用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要守牢意识形态主阵地，进一步化解风险隐患。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树牢正确的舆论导向。要加强意识形态领

域风险预警研判和应对处置，加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严防“黑天鹅”“灰犀牛”事件。要以办好世界互联网大

会为契机，探索网络空间综合治理“桐乡经验”，成为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载体和平台。 

三要赓续红色基因，进一步传承红色文化。桐乡的红色资源十分丰富，需要进一步挖掘、保护、传承和利用。当前，桐乡正

在全力推进茅盾文学中心、王会悟革命纪念馆、沈泽民纪念馆、张琴秋纪念馆等一批红色文化场馆建设。把“有形”的场馆建起

来是第一步，关键是要把“无形”的红色文化传下去。要加强革命历史研究，推出一批党史和理论研究成果，加强红色文化宣

传，讲好桐乡红色故事，让革命基因代代相传。 

二、在凝聚精神力量提升文明素养上，围绕“以文化人”实现共同富裕新突破 

文化具有润物无声、春风化雨的作用。要紧紧围绕打造时代新人目标，着力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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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体现在精神引领上。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浙江精神和“我自爱桐乡”的城市人文精神，推动转化为

广大市民的价值取向和自觉行为，以价值观凝聚精气神，用正能量引领新风尚，筑牢全市人民团结奋进的共同精神家园。大力弘

扬浙商精神和桐乡企业家精神，不断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特别是当前，要大力弘扬抗疫精神，激励全市上下以更强的干劲和

韧劲，投入到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 

二要体现在思想道德建设上。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是养人身心、育人情操的事业。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全力开展市民文明素养提升行动，大力选树道德模范、劳动模范、“好人”“最美”等先进典型，引导人们富而崇德、富而向善。

深入推进“四治融合”，把诚信教育贯穿公民道德建设全过程，弘扬诚信美德，推动诚信建设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提高全

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三要体现在文明创建上。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作为提高市民文明素质、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抓

手。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坚持全域、全民、全方位推进，推动文明创建从城市向乡村延伸、从局部向全域覆盖、

从风景向全景跃迁。 

三、在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上，围绕“以文惠民”实现共同富裕新突

破 

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彰显着共同富裕的成色品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获得感、满足感。要让群众在

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中得到精神升华、气质提升、文化熏陶。 

一要实施文化设施强基工程。要从“看得见”的项目入手，开展新一轮文化地标建设，全力推进丰子恺艺术中心、君陶艺术

院扩建等重大文化项目。以伯鸿城市书房为引领，新建一批乡村书屋、乡村博物馆、乡村非遗馆、乡村和社区青少年宫，改造升

级一批农村文化礼堂、基层综合文化站等。 

二要实施文化惠民实事工程。围绕高质量建成省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市目标，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推动

图书馆分馆、文化驿站、体育公园、健身步道等建设，打造贯通城乡的“10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以群众有效需求为导向，

优化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持续办好群众性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送戏、送书、送展览下乡和“文化走亲”服务，让群众深切体会

到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桐乡”。 

三要实施文化文艺精品工程。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共同富裕的重大使命、桐乡发展的火热实践，谋划文

艺创作主题，支持本地文化人士潜心创作，加强与外部资源和创作力量的协同，努力创作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精品力

作。持续优化文学艺术金凤凰奖、群众文艺菊花奖等评选机制，对获得国家、省级奖项的要给予重点奖励，推动文化精品创作筑

高原、攀高峰。 

四、在传承优秀文化打造文化地标上，围绕“以文塑城”实现共同富裕新突破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让城市富有魅力吸引力的关键。要把“以文塑城”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遵循，用文化雕琢城市,

让城市处处体现文化的深度、彰显文化的品格、散发文化的高雅、充满文化的活力。 

一要增强历史的穿透力。怀着敬畏历史的态度，正确处理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要大力保护具有传统历史、时代印记、文化

标志、人文故事的历史遗迹，避免大拆大建。全力推进濮院古镇有机更新、乌镇南北栅保护开发、崇福古城千年复兴、永宁历史

文化街区改造等重大项目，更加重视对古街、古村、古宅、古桥、古树的保护，让城市留得住情怀、记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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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提升文化的传播力。坚持“对内出成果、对外多发声”，重点做好重大主题宣传，努力策划新闻亮点，深入挖掘新闻素

材，精心构筑对外话语体系，更多地通过中央、省市媒体的集中呈现，紧紧抓住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契机，统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对内和对外、线上和线下，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大宣传格局，不断提升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 

三要塑造品牌的影响力。持续深耕茅盾文学、丰子恺艺术、伯鸿阅读“三大文化 IP”，高质量办好乌镇戏剧节、子恺杯中

国漫画大展、茅盾文学新人奖、徐肖冰中国纪实摄影展等国字号品牌文化活动，进一步擦亮“风雅桐乡”金名片。围绕古镇、水

乡、名人、名家等文化内涵，大力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新的具有桐乡辨识度的标志性工程。 

五、在壮大文化产业推动融合发展上，围绕“以文兴业”实现共同富裕新突破 

文化具有双重属性，不仅对社会进步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也起着重要加

速器的作用。 

一要突出平台打造，充分发挥聚集作用。按照“一核引领、两极并进、一带拓展、多点协同”的布局，做强乌镇文化产业发

展核，提升主城区和濮院文化产业增长极，精品化打造大运河生态文化风情带，进一步做大乌镇互联网小镇、濮院毛衫时尚小

镇、开发区数字经济双创中心等重点平台，全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新兴平台建设。 

二要突出产业做强，充分发挥带动作用。以“2+3”文化产业为重点，做强数字内容、文化休闲旅游两大核心产业，做大创

意设计、现代传媒影视、会展服务三大重点产业，进一步承接世界互联网大会红利，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步伐，大力发展数字媒

体、应用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等文化产业业态，做长数字文化产业链，发挥“文化+”的融合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要突出企业壮大，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坚持强头、壮腰、固基同步。一方面，引导优质文化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支持文化

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全力招引落地一批具有较强示范带动作用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另一方面，大力实施文化企业“百家

成长工程”，对重点企业开展重点培育，提供精准服务，特别是在技术创新、融资担保、人力资源服务、市场拓展等方面提供更

多更有效的扶持，推动企业“强筋壮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