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要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坚持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坚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努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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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

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

育，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促进全体人民在

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

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要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志愿服务

建设、诚信社会建设、网络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要提

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的浓厚氛围。

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要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

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着力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要推进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

施网络，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

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

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要坚持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

业规划和政策，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

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

竞争力。要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特点规律和资源要素

条件，促进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

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    

（新华社北京2020年9月2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