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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不仅深刻刻画出旧时代的黑

暗与痛苦，暗示了新世界对当时民众的
迫切性，更以诙谐幽默的京味儿语言展
现不同时代的风土人情和市井生活。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
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迈入
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文艺为人民，是
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读着《创业
史》，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心潮澎湃
投入建设大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
听着《在希望的田野上》，读着《平凡的世
界》，看着《渴望》，满怀热情投入时代洪
流；进入新时代，人们在电视剧《大江大
河》、电影《流浪地球》中，感悟一个大国
的气度与创造。

75 年 来 ，我 们 党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不断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多方
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群众文化生活日益
丰富多彩，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文艺创作精品迭出——
从《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

《天云山传奇》《庐山恋》，到《黄土地》《秋
菊打官司》《甲方乙方》《长津湖》；从《许
茂和他的女儿们》《组织部来了个年轻
人》《白鹿原》，到《繁花》《人世间》《雪山
大地》……文艺创作者坚持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用一系列精品佳作回应时代主
题和人民心声。

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极其短缺，1949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
仅有 55 个、博物馆 21 个。2023 年末，全
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246 个、博物馆 6833
个。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
步，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力支
撑。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自 2003 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全

面展开，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业态迅速
兴起。2023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
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29515 亿元，
文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增强，文化新业态
行业带动效应明显。

着眼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

期待，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守正创新

1979 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
在中国西北诞生。编创者们从敦煌莫高
窟的壁画和彩塑中寻找灵感，将千年前
的文化瑰宝编排成动人心弦的舞台作
品。

今年 5 月，《丝路花雨》迎来了首演
45 周年。这些年 ，《丝路花雨》常演常
新，将丝路风情与敦煌文化带到 4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展示着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75
年来，我国着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体系，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以自信开放
的姿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华
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薪火相传，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
根脉——

不久前，“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
都城秩序的杰作”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
59项世界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不断拓宽，保护体系逐渐完善，保
护成效日益凸显，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目 前 ，我 国 有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5058 处，较 1961 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180 处，增加了 20 多倍；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1557 个，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
一。

与古为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
命——

别具匠心的考古盲盒、精致可口的
文创雪糕……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
爆、“文创风”劲吹。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
恒的精神气质。

从 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
掘广受关注，到《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
国》《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节目创新
出圈；从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到支持各地建设非遗工坊 6700余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创新创造彰显出
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

扬帆出海，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2023 年 5 月，中国与中亚五国领
导人“长安复携手”。在赠送中亚国家
元首的礼品中，有一件“何尊”。透过
西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世界更加
理解“何以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同社
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家进行文
化交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文化交
流不断扩大和深化；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
资并举的“文化走出去”，令中华文化
影响力日益增强。

数据显示，2009 年至 2021 年，我
国文化服务进出口规模由 177 亿美元
增长至 1244 亿美元。《琅琊榜》《媳妇
的美好时代》等影视剧、网络文学作品
在海外收获大量“粉丝”，海外中文学
习人数超 2500 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
文人数近 2 亿……文以载道，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
文化力量。

立心铸魂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迎来络绎不绝的观展者。从 2021
年 6 月 18 日开馆以来，接待观众数百
万人次。

这座承载百年峥嵘记忆、彰显新
时代恢宏气象的殿堂里，一件件实物、
一幅幅展板、一张张照片，记录中国共
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标识。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两弹
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
抗震救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以
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滋养着中华民族心灵家
园。

75年砥砺奋进，75年英雄辈出。
前三分之二人生用钢枪保卫人

民、后三分之一人生用锄头造福人民
的开国将军甘祖昌，“宁肯少活二十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石油工
人王进喜，“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的

援藏干部孔繁森，用无私的爱心和智
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人生梦想的“燃
灯校长”张桂梅……牺牲、奋斗、创
造 ， 从 革 命 年 代 “ 取 义 成 仁 今 日
事”，到改革岁月“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再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新中国
的英雄模范以实际行动诠释和光大中
华民族品格风范。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

75 年来，我们党始终注重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一手抓
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在推动经
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繁荣发展，加强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立志气、强骨气、
筑底气。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弘
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24 字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对党长期践行
的核心价值观进行的科学提炼，为中
国精神注入了新能量。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
希望。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一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中
华大地落地开花，以文化人、成风化
俗。

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长城、大
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贯通文脉、彰显自信。

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壮大网上主
流舆论阵地，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
深化网络生态治理，“大流量”澎湃正
能量。

……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

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巍然耸
立。

沿着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之路踔
厉前行，新时代中国饱蘸历史笔墨，挥
写中华文化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9月 17日晚，游客在湖北省宣恩县城贡水河中乘坐竹筏赏月。
新华社发（宋 文 摄）

据新华社比勒陀利亚 9 月 18
日电（记者 刘济美 杨 东）中国
空军 1 架运—20 亮相 18 日在南非
首都比勒陀利亚开幕的非洲航空航
天与防务展。这是运—20 首次飞抵
南非，并将在航展上进行静态和动
态展示。

航展期间，运—20 将在 10 余分
钟内完成 5 个飞行动作。“为了展现
最佳观瞻效果，我们参照当地机场
空域特点、表演的规定时间设计动
作，力争展示运—20 优越的飞行性
能，也体现中国空军飞行员过硬的
战术素质。”执行此次任务的机长梁
瑶说。

开幕式当天，在静态展示区，
运—20 与数十架各国战机整齐列

阵，飞机尾翼上的五星红旗格外耀
眼。南非华人华侨纷纷前往现场，在
异国他乡拍下与国之重器、与五星
红旗的“团圆照”。

近年来，运—20 已常态化出国
执行各类任务：2022 年，在奥地利

“空中力量—2022”航展上亮相进行
静态展示；2024 年，与空军八一飞
行表演队 6 架歼—10 表演机编队飞
越金字塔，并在埃及阿拉曼机场实
现海外飞行“首秀”……

“‘鲲鹏’的这些海外飞行航迹，
是中国空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空军
阶段性成果的生动展示。”参加任务
运—20 机组负责人周征凯说，“未
来，中国空军将更加自信地走向世
界，传递和平友谊，不断奋飞远航。”

运—20首次飞抵南非
亮相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

这是 9 月 18 日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的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上
拍摄的中国空军运—20机组成员。 新华社发（闫嘉立 摄）

新华社北京 9月 18日电（记者
徐 壮）文化和旅游部 18 日发布数
据显示，2024 年中秋节假期，全国
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全
国国内出游 1.07 亿人次，按可比口
径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6.3％ ；国内
游 客 出 游 总 花 费 510.47 亿 元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8.0％。

假期中，各地举办灯会、舞火
龙、拜月等文化活动，营造浓郁佳节
氛围，让人们在享受团聚温暖的同
时，体悟传统文化魅力。许多外国
游客体验中秋特色民俗活动，感受
中华文化和节日氛围。热门文博场
所“吸睛”，大批市民游客在博物馆

里游览观展。国家艺术院团奉献精
彩的线下线上展演，多地演出市场
活跃，给广大观众带来丰盛文化大
餐。

假期 3 天，短途休闲旅游受到
欢迎，自驾、高铁等成为主要交通方
式。主题公园、游乐园等迎来大量
亲子家庭游客，主题线路、旅游演艺
等提升游客体验。多地推出门票减
免等惠民措施，举办文旅消费促进
活动，发布秋季旅游美食线路，打造
文旅新场景。夜间文旅成为消费新
亮点，多地城市广场、园林景点推出
赏月、游园、观灯等活动，让群众乐
享中秋假期。

2024年中秋节假期国内出游 1.07亿人次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田野金黄，农民抢抓晴好天气，收获劳动果实。
▲9月 18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农民在整理收获的玉米。

新华社发（张春雷 摄）
▼9月 17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彭桥乡大刘村村民在收获花生。

新华社发（高万宝 摄）

本版责编 冯婷婷 校 对 杨涛安 美 编 冯潇楠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团圆的节

日。人们感受家的温馨，体味亲情友情
的相聚；有的人奔赴远方，享受假日的
惬意；还有的人为大家安心过节保驾护
航……

赏月、吃月饼、玩花灯，团圆、相聚、
祝福……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
动、群众欢度中秋的热闹场景，诉说着小
家团圆、大家幸福、家国奋进的祈愿和追
求。

最团圆夜是中秋

16 日清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虹桥
的 G1202 次列车上，热闹非凡。

猜灯谜、做花灯。小女孩瑶瑶一边制
作兔子花灯，一边情不自禁朗诵关于月
亮的诗句……这几日，中国铁路哈尔滨
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段在多趟列
车上举办庆中秋主题活动，为旅客介绍
各地中秋节传统习俗，让节日氛围感“拉
满”车厢。

行李架上，月饼、红肠、巧克力……
一份份沉甸甸的“爱”，随着一声声到站
提示，奔向团圆。

千里奔赴，南来北往，“最团圆夜是
中秋”。

月饼，以月为名、以圆为形，饱含着
团圆和思念的味道。

北京稻香村“零号寻宝馆”，这几天
人头攒动，各类点心月饼供不应求。

“近来门店每天客流量超过 1000 人
次，比平常翻了一番还多，要不断补货。”
店长陈天宝忙得脚不沾地。

五仁、豆沙、冰激凌、抹茶……不用
为馅料之争而费神，想吃什么馅的月饼
都有。

在山西太原的一家双合成食品店，
店长高晓悦说，今年他们结合地方特色，
新增了青花酒香麻辣牛肉、玫瑰奇亚籽、
枣泥核桃三种新口味月饼，口感软糯，深
受大家喜爱。

吃月饼、玩花灯、饮桂花酒……精彩
纷呈的各地习俗，构成中华民族独特的
中秋记忆。

一轮“明月”在湖中升起，300 米水
上花灯流光溢彩。步入重庆两江新区礼
嘉天街北岸湖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

“巨型月亮”灯光装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
观赏。

家住附近的李女士一家在湖滨散
步，情不自禁地在“明月”下拍下全家合
影。“阖家团圆的日子，这个水上灯会让
节日氛围更浓厚了。”李女士说。

望月怀古过中秋

前不久，游戏《黑神话：悟空》带火了
山西古建筑，晋城玉皇庙的二十八星宿
彩塑火爆出圈。

晋城泽州县的珏山自古就是祭月、
赏月胜地。今年，在珏山景区，很多游客
既可以在山上赏月，也可以泛舟在湖上
赏月。

这是中国人独有的赏月浪漫——
15 日晚，李女士搭乘了南航的“赏

月航班”。“当时我听着旅客们朗诵诗歌，
月亮刚好出现在舷窗边。我一边吃着月
饼 ，一 边 听 着‘ 但 愿 人 长 久 ，千 里 共 婵
娟’，立马有了回家团聚的感觉。”李女士
回忆道。

南航湖南分公司乘务长张婷婷第
12 年执飞“赏月航班”。她说：“一轮明月
照见五湖四海的旅客，我们一起望月怀

古，大家都很感动。”
这是中国人和月亮的千古约定——
神话传说中，嫦娥奔月，广寒宫静寂

千年。
今年 6 月我国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

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又一次
将月壤采回国内。

科学家们加紧对月球的研究工作：
经多种实验技术分析，1 吨月壤或可满
足 50 人一天饮水；用模拟月壤烧制月壤
砖……未来，在月球上建房子也许不再
是遥远的梦想。

这是中国式过节的文化底蕴——
逛庙会、品非遗，赏美景、看演出，吟

诗逛展……全国各地“花样”过中秋，赓
续传统文化，尽显时代风流。

北京园博园，自贡彩灯亮相京城，
200余组灯组同步点亮。

这是北京史上最大规模灯会，其中
约七成的灯组题材源自京味儿文化。“中
轴线之光”汇集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精华，

“北京文物”展现老北京胡同文化……
五彩光华、流光溢彩。4 万片羽毛、

800 万剪，采用“彩色吹塑纸+透明亚克
力”材料，大型手工羽毛彩灯“凤舞九天”
充满祥瑞，为大家送上美好祝福。

重庆湖广会馆，禹王宫广场丝竹声
声、裙袂飘飘。

“在古建筑里看古风表演，特别‘中
国’，很惊艳！”来自广东的陈先生和外国
友人一起来重庆游玩，神秘的川剧变脸、
浑厚的川江号子、技艺考究的盖碗茶，让
他们看得十分过瘾。

情系家国同奋进

海南文昌翁田镇，镇上的茶店早已
坐满了人，围坐一起喝茶吃早点，烟火气
慢慢升腾。

十余天前，超强台风“摩羯”在这里
登陆。目前，抢修工作仍在继续。

韦腾飞来自贵州，是南方电网深圳
供电局支援海南电网抢险救灾总队的第
一批电力工人。他已连续奋战十多天，不
顾炎热，不分昼夜。

这个中秋，他不能和家人一起度过。
“是有疲惫感，但我们要继续坚持，让群
众过上亮堂的中秋节。”他说。

遥望明月共此时，欢度佳节同相知。
夏天曾遭受洪涝灾害的湖南岳阳华

容县，团洲乡敬老院安置点准备了十桌
饭菜，每桌十个菜品，鸡、鱼、肉等主菜已
经备好，就等大家入席。

“几个月来大伙儿都不容易，希望大
家在这里感受到团圆的氛围。”团洲乡敬
老院院长王六一说。

团西村村民杨巧珍的房子经过重新
粉刷，干干净净，家具家电也已换新。杨
巧珍说，在家里简简单单吃餐饭，就很幸
福。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此刻，月圆人圆，家国相依。
人们纷纷送出温暖的祝福，更用实

际行动，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北极村，

室外最低气温已接近零下。
天刚亮，漠河供电公司北极供电所

所长吕建生就和同事出门上街、入户检
查。“这几天我们外出检修得穿棉服、戴
手套了。节假日里不能因为用电问题影
响大家团圆过节。”

吕建生说：“看着村里父老乡亲的生
活蒸蒸日上，我就想，守护这里长明不
熄，再苦再累也值得。”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明月共此时，家国同奋进
——全国各地群众欢度中秋

新华社记者

金秋收获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