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用典

解读
这句话出自《淮南子·说林

训》，意思是说，高大的泰山，如
果背向而视必然看不见它；秋
毫的末端，如果仔细审视也能
看清楚。泰山与秋毫、弗见与
可察的鲜明对比，提示我们应
善于观察细节、善于捕捉信息。

新闻工作者应有一双善
于发现的眼睛。好的新闻报
道，要靠好的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得来。在路上，心里
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
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
到。越是信息发达、信息繁

杂，越要把基层当作最好的课
堂，把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
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不能
悬在半空、浮在表面。越是交
通便捷、互联互通、越要俯下
身、沉下心，迈进群众的门槛，
走进群众的心坎。贴近基层、
贴近实际的动力之源，是为民
情怀和朴实文风。心中装着
群众，脚下丈量大地，忧患着
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
乐，感到着人民的感动，收获
的一定是有思想、有温度、有
品质的新闻作品。

太山之高，背而弗见；秋
毫之末，视之可察。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

文中引用

释义
《淮南子·说林训》，其名当

源于法家著作《韩非子·说林》，
而其理论核心则是道家的思辨
精神。

“太山之高，背而弗见；秋
毫之末，视之可察。”意思是：泰
山那么雄伟高峻，但背朝着它
就什么也看不见；秋天鸟兽再
生新毛的末梢那么细小，若仔
细观察也能看得清楚。

相似的说法《淮南子·说林
训》中还有：“逐兽者目不见太
山，嗜欲在外，则明所蔽矣。”猎

人追逐野兽时，总是盯着猎物，
结果连泰山也看不见，这是眼睛
被欲望所蒙蔽的缘故。另外，
《淮南子·俶真训》也称：“夫目察
秋毫之末，耳不闻雷霆之音；耳
调玉石之声，目不见太山之高。
何则？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
也。”眼睛观察细小的事物时，耳
朵听不到雷霆巨响；耳朵倾听金
石之音时，眼睛连巍峨高耸的泰
山也看不见。什么原因呢？是
精神专注在小的方面而把重大
事情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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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山之高，背而弗见；秋毫之末，视之可察。

——〔西汉〕刘安及门客《淮南子·说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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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死不屈

党史故事

在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岑
河镇的革命历史上，一位共产党
员“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
革命气节令人感佩。

这位共产党员就是彭祥
麟。他 1917年出生于沙市一个
小商家庭，自幼聪慧，1932年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宜昌“四川中
学”。在学校中共党组织负责人
的引导下，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
刊，并深入研学了《共产党宣言》
等马列主义著作，内心从此播下
革命的火种，并于 1936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
彭祥麟痛心疾首，誓要以“星
星之火”促燎原之势劈开那黑
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彭
祥麟从宜昌回到沙市开展革命
工作，在沙市地方党组织的安排
下，他以“树人小学”校长身份作
掩护，积极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
国运动。

1938 年 7 月，中共鄂西区
党委扩大会议在荆沙地区召
开，彭祥麟被任命为荆沙区委
组织委员。同年底，中共江陵
县委成立，彭祥麟任组织部
长。随后，党组织安排彭祥麟
以“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到沙市
岑河地区的老革命根据地张家
隔堤（现新河村）一带宣传抗
日、建立党组织。

1939年5月，湘鄂西区党委
书记钱瑛为了加强对荆沙地区
党组织领导，在沙市成立中共江
陵中心县委，彭祥麟任组织部
长。次年 6月，日军侵犯沙市，
境内绝大部分区域沦陷。江陵
中心县委随之东迁岑河，彭祥麟
受命组织荆沙地下党员和进步
学生分赴岑河、三湖农村，开辟
敌后抗日根据地。截至 1940年
6月，彭祥麟组织发展共产党员
154人，并建立了20个党支部和
6个党小组。

1940 年 10 月，江陵中心

县 委 划 属 中 共 鄂 豫 边 区 领
导。彭祥麟化装成卖鱼人，
一路躲过盘查，辗转来到京
山，向鄂豫边区党委李先念、
陈少敏等主要领导人汇报工
作。随后，来不及休整，彭祥
麟接受了新任务，又匆匆踏
上新的征程。

革命的火种逐渐燃烧，渐成
燎原之势。1941年3月，江陵中
心县委改回江陵县委，彭祥麟任
县委书记、县长。次月，江陵县
委在岑河木垸村的“龙陈潘”召
开全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决定
成立江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新四
军第五师襄南独立十四营。在
当地群众的帮助下，独立营取得
了龚家桥、清水口等数十次战斗
胜利。

1941年 10月 5日，因叛徒
的出卖，独立营被国民党反动派

“围剿”，彭祥麟不幸被捕。
国民党头目凌兆尧准备了

一桌丰盛的酒菜，邀来彭祥麟
的昔日同窗雷必振，企图劝降
彭祥麟——“只要你说一句不
干共产党了，他们马上就放你
出去！”彭祥麟不为所动，铿锵
有力地说：“道不合不相为谋！
你寅时放我，卯时我就干共产
党，重组抗日游击队！”敌人见
劝降不成，恼羞成怒，对彭祥麟
施以酷刑——用鞭子抽，用烧
红的铁块烙，用竹签穿手指。
彭祥麟饱受非人折磨，依然正
气凛然，誓死不屈。

1941年 10月 16日，为了革
命事业，彭祥麟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年仅24岁。

“他年轻而短暂的一生，
是光荣而卓越的一生。”彭祥
麟生前的警卫员朱志森说，他
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与视死
如归的革命气概，如黄钟大吕
响彻大地，其英雄事迹已被刻
入历史的丰碑，引来无数后人
瞻仰。

中国纪检监察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陈白云 肖玉卓

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
□张彦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始终坚

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

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

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体制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支撑。应着眼满足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设文化强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供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供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
是重要因素”。精神文化需求是人
民不可或缺的、不断发展的高层次
需求。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多样化、多
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愈加强烈，对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和
文化服务供给质量的期待愈发迫
切。只有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人
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才能更好
地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
的精神力量。

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市场日益
繁荣，文化体系不断健全，有效满

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
持续变化和更加丰富的文化需
求。然而，我们仍需清醒地认识
到，越是超越“供给贫乏”的状态，
就越不能忽视“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的更高阶文化需求。只
有深入了解需求侧，深入挖掘当
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新趋
势和新特点，才能更精准地进行
文化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
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营造高
质量精神文化生态。

“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表
现为不同人民群体在文化偏好和
旨趣方面存在差异。我国社会结
构复杂程度高，经济发展水平、受
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着人们对文
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偏好。

从区域来看，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
普遍参与的文化活动存在差异；从
年龄和职业来看，不同群体的文化
参与模式既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
又能够充分体现各自处在不同人
生发展阶段的具体需求。

“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呈
现出需求层次的递增结构。首先，
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基础文化需求，
注重面的覆盖，如通过图书馆、博
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资
源，推出更多面向基层、面向群众
的优质文化产品；其次，应当关注
高质量和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
务，注重质的提升，如艺术展览、文
艺演出和文化创意产品等，不断拓
宽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渠道，
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更高
需求；最后，要引领文化潮流、推动

文化创新，注重智慧集成，为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明晰方向
和提供平台，如文化产业园区、文
化创新中心等。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反
映着人民群众对多维度文化生活
的向往。近年来，我国文化建设持
续迈上新台阶，广大人民群众对文
化的广度有了更高要求，对经济文
化、科技文化、教育文化、饮食文
化、民俗文化、节日文化、音乐文化
等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不断拓展，同
时，也更关注文化内涵的“深度”挖
掘和文化成果的“效度”体验。多
方面的文化体验是美好生活的题
中应有之义，要切实提高文化服务
和文化产品供给的覆盖面、渗透
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精神文
化需求。

提升文化供给能力提升文化供给能力，，引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引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视发

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
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可以在人
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程中转
化为物质力量，与经济、政治融合
并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发展。先
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发
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会阻碍社
会发展。优秀精神文化通过影响
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塑
造人的精神世界、作用于人的全面
发展。伴随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
展，当前社会仍然存在价值多样和
道德失范等问题。因此，满足人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并非一味迎
合，而是要不断提升文化服务和文

化产品供给水平和质量，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涵
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为
文化强国建设凝魂聚力。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
领，涵养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着全体人民
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当代中国精神
的集中体现。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和社会主义教育融入精神文化服务
和文化生产，使人民群众在享受文
化盛宴之际获得思想启迪和境界提
升，以“日用而不觉”的文化潜润涵
养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弘扬，健全文化交流传播机

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是引
领全国各族人民精神需求的不竭
源泉。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重视文化探源和文化创新，深度挖
掘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
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优
化文化传播交流机制，处理好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大众媒体和专业
媒体等多对关系，增强主流媒体话
语权；把握好对内宣传和对外交
流、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引进来
和走出去等多对关系，在交流互鉴
中引领人民群众树立文化自信，提
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

文化发展良好生态。以高质量为导
向，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加快完善文
化监管体制机制。一方面，文化产
业结构的优化和新型文化业态的涌
现能有针对性地引领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如，健全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在丰富人
民群众文化体验过程中融入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另一方面，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管理机制，加强文化市场监管，
为人民群众能够在健康有序的文化
市场中自由选择文化产品提供有力
保障。要提升文化领域的综合治理
效能，加大文化市场引导和监管力
度，净化文化市场环境，维护人民群
众的文化消费权益。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
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文
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人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是文化创新的
重要驱动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

“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
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
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
的需要”，一个民族在精神文化需
求的持续满足中不断提高自身文
化品位和文化素质，并产生了更高
层次的文化需求，需要与需要的再
生产不断推动人类历史活动的进
程。新时代新征程，要以文化强国
建设为使命引领，运用新理念、开
拓新思路，优化新机制、创造新话
语，不断增强文化创新的意识和能
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

感和幸福感。
聚焦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深

入了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是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所获得的
实际利益和主观感受的有机统一，
在物质层面表现为对文化产品供
给数量和质量的认可，在精神层面
表现为文化认同和归属。因此，要
加强文化市场调研，提高文化服务
和产品供给质量，充分调查了解人
民群众对各领域文化服务和产品
供给情况的满意度和新期待，分析
调研结果并探索文化发展和人民
群众需求之间的关系和规律，找准
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存在的不足
和短板，提供更贴近人民群众需求
的服务和文化产品。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
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优

化政策体系和制度保障。制定和完
善促进和保护文化创新创造的相关
政策法规，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
力度，优化对文化原创能力的保护
机制，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
导、组织工作机制，大力营造有利于
文化创新创造的氛围。改善文化生
产服务激励机制，善用市场机制，促
进文化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自由
流动和高效配置，促进文化产业与
其他产业融合，形成新经济增长点，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打造

“文化+”的产业业态，加快形成新型
文化消费模式，实现文化产业和经
济活动的双向赋能。

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
机制，持续激发文化创新新动能。
当前，科技浪潮风起云涌，文化与
科技相生相促，文化创新创造根本
上要把握好技术的工具理性与文

化价值创造的融通，为人民生活提
供更多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和产
品。科技创新既要满足人民群众
对于精神富足的需要，又要进一步
创造人民群众高质量和高层次的
精神文化需要。紧盯科技创新发
展新趋势，挖掘其中能够助力文化
创新创造的关键着力点，推动最新
科技创新成果赋能文化作品创作，
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和信息
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
化发展优势。实现文化与科技融
合的功能再造和价值重塑，形成更
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持续激发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
究院院长）

光明日报

在重庆市北碚区水土街道万寿社区青年夜校，老师指导青年职工学习制作丝网花，帮助青年职工丰富文化生活。新华社发（秦廷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