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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学习思考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都富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坚持满
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兴盛。本文论述了共同富裕与文化复兴的关
系，阐述了文化发展引领共同富裕的现状，并探讨了推动
文化复兴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赋能的路径。

一、共同富裕与文化复兴的关系

共同富裕包含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
推动共同富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共同富裕是文化复兴的基
础，文化复兴促进共同富裕，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2021年第 20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文章《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文章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
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加强促
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这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指明了方
向和路径。“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共同富裕
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涵盖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方方面面，既追求物质富裕，又追求精神富裕，而精神生活
富裕则是更高层次的追求。

省委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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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出在建设人民
满意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不断取得新突破。随着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不断推进，群众对文化的需求
已经从“缺不缺、够不够”提档升级为“好不好、精不精”。

区委区政府提出坚定不移推进“文化复兴”战略，是高
度重视文化复兴促进共同富裕的体现。这一战略高屋建
瓴，高瞻远瞩，必将对黄岩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带来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

二、文化发展引领共同富裕的现状

日前，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印发《关
于高质量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省的实施意见》，
明确到 2025年，基本建成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公共文化
服务现代化体系，实现市、县、乡三级公共文化设施覆盖
达标率达到 100%，城乡一体“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覆
盖率达到 100%，“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15分钟文明
实践服务圈”覆盖率达到 100%，全域文明创建覆盖率达

到 100%，11个设区市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水平持续提升，
50%以上县（市）创成全国文明城市。

城乡一体，服务体系愈加完善。制定城乡一体“15分钟
品质文化生活圈”建设标准，优化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布局，
在“市有五馆一院一厅、县有四馆一院、区有三馆”的同时，
谋划在老百姓身边建设一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浙江省公
共文化服务一体化机制，有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实现高质
量协调发展。眼下，一张日臻完善、覆盖由省至村的五级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网络在浙江铺陈展开。

文旅融合，地域特色日益突出。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诗路文化带建设，推进文明之源大遗址群和世界文
化遗产群建设，加强西湖、良渚、大运河保护利用，加快实
施“千年古城”复兴，打造具有代表性的浙江文化符号和文
化标识，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体系……放眼浙
江大地，一处处颇具地域特色的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等
文化新地标不断“上新”，成为承载公共文化服务、丰富人
民精神生活的重要平台。遍布城乡的120多家24小时自助
图书馆“和合书吧”、42家“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正在建设
中的“书香轻轨”等，成为了当前台州最亮丽的书香风景。

文化惠民，服务供给不断优化。近年来，浙江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不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日渐提升。目
前，浙江省 500 人以上的行政村文化礼堂覆盖率已超过
90%，舞蹈、歌曲、书法……各色文化活动等着村民去“赶
集”。深化公共文化数字化改革，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
驾驶舱，加快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体育场馆等公
共文化场馆数字化转型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云
教学”“云演出”“云直播”“云服务”“云展览”等纷纷上线，
浙江文化惠民活动通过“互联网+”展翅飞上云端。

三、如何推动文化复兴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赋能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思想结晶和精神血脉，也是一个国
家的思想根基和精神支撑。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积极倡导提高全
民族的文化自信。他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的要求，坚定不移推进文化复兴，为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赋能。
一是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我们建设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任
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促进人民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中，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促进
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二是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提高社会文明程
度，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厚植文化氛围。促进人
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
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
求，蕴含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是当代中国精神
的集中体现，是凝聚民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因此要
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夯实在高质量发展
中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想道德基础。要提高
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心走实，实现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深入实
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建设。要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工程，深化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厚植勤劳致富、共同富裕的文化
氛围。

三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充分发挥文艺引领时代
风尚的作用，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凝聚强大力
量。文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载
体。文艺也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
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根本方向，扎根人
民、扎根促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开展艺术创作，创造出
反映人民呼声、体现人民情感、表达人民愿望的文艺作品，
不断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文艺精品。

四是发展文化事业，保障人民文化权益，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文化权益，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
本目的，是推动我国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促

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在这一过程中，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
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
化服务；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
康深度融合。

五是提高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为促进人民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加快发展文化产
业，不仅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需求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在高质量发展中实
现共同富裕也至关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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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化
市场体系建设。要顺应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
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要推动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高品质
和多样化的文化产品。

文化复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
施，全方位、多层次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第一，高质量打
造学习宣传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阵地，深入实施铸魂工程。实施传承红色基因薪火行
动，大力弘扬红色革命文化，构建红色精神谱系，守好红色
根脉。第二，高水平推进全域文明创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深入人心，培育区域品牌。实施全域文明创建行动
计划、全民人文素养提升行动。弘扬诚信文化，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厚植勤劳致富的文化氛围。第三，
构建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新时代文艺精品
创优工程、文化大家引育工程、文化设施建设工程和文化
惠民工程。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实施高质量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第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深度挖掘打
造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文化标识，实施文化金名片打
造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推进和合文化创新转化，提升“宋
韵文化”品牌影响力。第五，加快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打
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字文化产业集群。推进文化产业融合
发展战略，通过丰富高品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
足人民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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