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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进路

黄琲 陆永胜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党的二十大报告精辟阐述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时提出“四个新”的

重大要求，其中“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探索新经验”，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部署在江苏的具体体现，也是江

苏全面推进“两个结合”的行动指南。

近年来，江苏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持续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一方面把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另一方面，广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文旅融合、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文艺创作、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显

著成绩，是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的生动实践。

加强科学理论阐释让结合“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

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

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当前既要加大对这一思想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的科学阐释，又要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

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的角度去认识这一理论成果的重要地位。深入剖析中国历史上各

思想流派的基本观点、演进脉络、表现形式和历史影响，深刻、全面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给予中华传统文化以客观公允的评

价，才能将其中的优秀因素充分地挖掘出来，进行科学凝练，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然的、内在的契合性，

讲清楚中国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结合时代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融会贯通，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推动“第二个结合”，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

深挖本土传统资源让结合“亮起来”。传统的本质是精神文化，是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

以及行为方式等。江苏在民俗文化上处于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的东部，北受黄河中下游淳朴如风影响，西承神奇瑰丽的楚俗熏

陶，南与热烈诡谲的百越民风相濡以沫，显示出东西交融、南北兼容的鲜明特色，孕育了独特的吴文化、运河文化、长江文化

等多样文化形态。深挖本土传统资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传承弘扬历史文化根脉，持续推进江苏大运河文化、长江文化、

江南文化、楚汉文化等保护建设与品牌培育，提炼打造特色文化标识。深入推进江苏传统文化节日实施工程，弘扬江苏传统节

日文化独有的鲜明地域特色，依托传统节日，举办传统文化惠民周等面向群众、贴合实际、喜闻乐见的各类主题活动。江苏人

文荟萃，立德立功立言的历代名人遍布各领域。要善于挖掘出本土特色鲜明、符合时代要求、人民需要的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大历史观视角进行历史考证，持续推进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大力推动本土优秀

传统文化进校园，贯通幼、小、中、大各学段的教育体系，试点开展江苏校本文化教材建设，探索组建由非遗传承人、文化名

人和社科大家等组成的多元化的师资储备队伍，推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与第二课堂有机结合。依托省内智库平台、高等院校举

办高层文化论坛等学术交流活动，扩大传统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强化价值观念塑造让结合“厚起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其中包含的大量经典道德文化有助于厚植

道德情操，浓厚良好社会道德氛围，是我国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

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美好社会的理想，继承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创造形成了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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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当代呈现。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继续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时代课题，江苏可在

《新时代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指导下，进一步结合省内公民道德建设实际，充分发掘文化经典、历史遗存、文物古迹承载的丰

厚道德资源，让中华文化基因厚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全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养成教育，持续深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增进认知认同、树立鲜明导向、强化示范带动，引导人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明德修身、立德树

人的根本遵循，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繁荣发展文化产业让结合“强起来”。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形态，面临如何有效开发及利用的问题。文化产业作

为具有价值导向的生产、消费的文化业态，为实现“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有效路径。江苏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深

刻认识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重大意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问题导向，回应时代挑战，

有效配置并合理开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产业发展。当前，数字化把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引

向了新的阶段，要顺应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深化文化领域科技创新。既要运用数字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

护，更要寻找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的契合点，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深度挖掘，促进优秀文化资源数

字化转化和开发。通过文化引领、数智驱动，优化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拓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将江苏文化产业打造成

传播民族文化的经济引擎，实现文化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呈现具有江苏文化特色的经济形态，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文化业态。以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文化强省建设，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完善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文化数

据服务平台，促进文化生产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供给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广阔文

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创作更多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