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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

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做

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

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是全党特别是宣传

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

书记把意识形态工作， 作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命

题，放在了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位置，深

刻论述了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 重点任

务和方法路径， 为我们在新形势下牢牢

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明确了方向

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

意识形态作为一定社会的观念上层

建筑，以观念形态存在，却并不虚。 马克

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 那么一定

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

灭。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

忽视思想的力量、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 宣传思想领域最具标

志性的成果， 就是从根本上扭转了意识

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 使我国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 根本

性的转变。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总体

保持向上向好态势，但也要看到，思想文

化相互激荡、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建设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任务依然艰巨。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 必须持续加强理论武

装工作。 理论创新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活

力， 理论武装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能

力。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摄地位。 加强理论武

装， 就要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

工作， 特别是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

夫， 更好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

行动；就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讲清楚辉煌成就

背后的理论逻辑、制度原因，增强广大干

部群众信心和底气；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把

研究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

为主攻方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 必须巩固壮大主流思

想舆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

引领力，既取决于富有说服力、感召力的

内容，也取决于广泛有效的传播。面对传

播格局的深刻变革，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 壮大

主流思想舆论，就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形成强大主流

舆论场；就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

新，着力推动媒体深度融合，让党的创新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就要扎实抓好县

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

群众；就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

批驳谬误，坚持立破并举、敢于亮剑，让意

识形态工作激浊扬清、正本清源。

从革命年代靠“枪杆子”和“笔杆子”

闹革命， 到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再到新时

代“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

精神上强大起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

和善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各级党委落

实主体责任，全党上下一起动手参与，不

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

领力，我们就一定能巩固党的群众基础、

筑牢党的执政基础， 汇聚起实现民族复

兴的强大正能量。

（载 8 月 30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
京 8 月 29 日电）

要闻

缂丝团扇藏着苏州古老的丝织技艺
在热播剧 《延禧攻略》 里， 不论是服

饰上的一耳三环 ， 还是妆容上的点绛唇 ，

剧组设计用心可见一斑。 只是大家或许不

知道， 剧中人手中的缂丝团扇才是真正值

得考究一番的 。 古有 “一寸缂丝一寸金 ”

之说 ， 剧组购买 、 演员争相收藏的道具 ，

如富察皇后所用 “松鹤延年”、 高贵妃所用

“海屋添筹”、 嘉嫔所用 “喜上眉梢” 等缂

丝团扇， 都出自苏州缂丝织造技艺制作人

顾建东之手。

缂丝好比写字，手法因人而异

“你看， 这一把 ‘福寿延绵’， 主色是

黄色和绿色。 葫芦下面我加了一点灰黑色

的线条， 就把这个葫芦的立体感勾勒出来

了。” 顾建东在上海市奉贤区举办小型展览

时 ， 向记者介绍其得意之作 。 仔细观察 ，

葫芦枝干的颜色土黄， 比金色葫芦要深许

多， 拿起团扇对着光源， 藤蔓的妖娆跃然

而出， 而一片片葫芦叶仿佛随风起舞， 颇

具灵动之美。

回顾从业经历， 顾建东称自己是 “半

路出家”。 2007 年下半年， 他的旅游管理

工作并不如意， 于是辞职回家创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 在老家苏州市

虎丘区东渚镇大寺村 ， 几乎家家都有缂

丝机 ， 手艺人比比皆是 。 后来 ， 缂丝由

于生产周期长 、 成本高 、 价格贵而逐渐

没落 。

幼时就围着母亲上过绷机、 学过刺绣

的顾建东， 拜访了村里不少缂丝师傅， 觉

得学习缂丝、 定制加工， 说不定可以养家

糊口 。 从 8000 多元起家 ， 他不断摸索学

习， 在构图、 勾线稿、 配色、 试色等工序

上不断尝试。 在制作过程中， 他注重用色

和戗法的结合。 “图案轮廓线条是否流畅、

戗色是否细腻、 勾勒缝隙处理、 色彩如何

搭配都很讲究 ， 我们力求把每幅作品做

好。” 他说。

与 “半路出家” 的顾建东比起来， 生

于 1974 年的朱小妹可算是科班出身。 中学

毕业， 她就进了缂丝厂， 跟着老师傅学习。

“刚开始要当半年学徒工， 一分钱工

资都没有。” 朱小妹心直口快地说， 最难的

是第一步 “打底”， “我们做缂丝， 每个人

的手工都不一样。 有些人力气大， 打底打

得密， 看着就紧实； 有些人力气小， 打底

打得松， 看着就疏朗。 可以说， 就像每个

人练字， 同样的字不同的人写出来， 简直

千差万别。”

打底难的是讲究色彩均匀 、 感光度 。

比如阴雨天， 光线一般， 自己缂好了一部

分， 看着不错， 但天晴了， 再用晨光一照，

颜色全不对了。 光感和手感在不同的天气

大不相同。

朱小妹说， 手工艺品千人千面， 完全

靠手法。 以 “福寿延绵” 为例， 葫芦叶的

叶尖， 有些师傅喜欢棱角分明， 尖得像一

根针； 有的师傅喜欢圆润收尾， 叶尖不会

锋芒毕露。

革新传统技艺，配色大有可为

现入职顾建东工作室的朱小妹感慨 ，

今天的缂丝做法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 “当

年 ，我们每人一个机台 ，织什么都有规定 ，

什么位置用几号线 、 用几根线都是统一

的。 现在，顾建东更喜欢创新，戗法也不只

是原来的短戗 、包心戗 、木梳戗 、参和戗 、

凤尾戗……用线经常把老线和新线合起

来，做成新的颜色 ，淘线 、定染比以前花功

夫多了。 ”

“这一把团扇画面是绽开的石榴， 寓

意多子多福。 我们用的配色就不是写实的

大红色， 石榴籽为浅红色、 略亮， 石榴皮

略暗， 但也不是褚红色。” 顾建东指着另一

把团扇说， 石榴皮上的斑点， 用黑色、 褐

色、 灰色呈现过渡， 也是为了真实还原。

顾建东说， 之所以没在刺绣的道路上

坚持走下去， 是因为他更喜欢缂丝作品古

朴典雅的色调， 不像刺绣作品那般明艳夺

目。 为了在传统缂丝配色上有所创新， 他

经常去苏州各类旧书店淘上世纪 80 年代印

刷的老画册、 古籍典藏， 临摹历代名家名

画， 学习色彩搭配、 画面布局等， “我最

喜欢上世纪 80 年代印刷的那类画册， 画本

暗色系偏多， 整体基调与缂丝很像。 不管

是同一色系， 还是混搭撞色， 都有一种古

朴美。”

■本报记者 付鑫鑫

记者手记

“非遗”缂丝，刻下手艺人的芳华
缂丝是苏州一种古老丝织技艺， 主要

流传于苏州及其周边地区。 缂丝织造技艺
主要是使用古老的木机及若干竹制的梭子
和拨子， 经过 “通经断纬”， 将五彩的蚕
丝线缂织成一幅色彩丰富、 色阶齐备的织
物。 这种织物的特色是图案花纹不分正反
面。 在图案轮廓、 色阶变换等处， 织物表
面像用小刀划刻过一样， 呈现出小空或断
痕， “承空观之， 如雕镂之象”， 因此得
名 “缂 （刻） 丝”。

缂丝作为最早用于艺术欣赏的丝织
物，在汉代就有实物可考，素以制作精良、

古朴典雅、艳中带秀的艺术特点著称，被誉
为“织中之圣”。 同时，由于经得起摸、擦、

揉 、搓 、洗 ，它又被称为 “千年不坏艺术织
品”。 2006 年 5 月，苏州缂丝织造技艺入
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2009 年 9 月， 缂丝又作为中国蚕桑丝织
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古代，缂丝常用来制作皇帝的龙袍、

复制名家书画或宫廷艺术品。 由于用者不
凡，非富即贵，所以在制作上都极尽巧工，

精益求精；质料上，也尽为上乘，所谓“锦若
云霞，纱似蝉翼”。

在《红楼梦》中，缂丝颇受追捧。 《红楼
梦》 第五十一回：“凤姐儿命平儿将昨日那
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 与了
袭人。”第七十一回：“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

架大屏十二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笏’，一
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 ”

织造一幅缂丝作品， 往往需要换数以
万计的梭子，古有“妇人一衣，终岁方就”之
说。即使到了今天，一个熟练工人一天也只
能织出一两寸素地缂丝，遇到图案繁复、花
色细腻的画稿，可能一天仅能织几厘米。

缂丝技艺易学，但不易精。 想来，如果
不是出自真心的热爱， 也许现代很少有人
能够守得住这份“高处不胜寒”的寂寞。

每一幅缂丝作品背后 ， 潜藏的是手
艺人以梭代笔 、 以丝作画的一片匠心 。

缂丝 ， 刻下的也是手艺人在如梭岁月中
的芳华。

(上接第一版)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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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 ”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辑张荣认为，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

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 对解决人类发展共同的问题也有

重要价值。“我们应当努力提炼并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

和其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目前，上海辞书出

版社正加紧实施一系列国家级出版工程，包括《辞海》第七版、数

字云平台和《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等。

传播传统文化， 始终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重要职责之

一。 社长王焰说，出版社将充分依托自身的教育背景，做好中国

传统文化整理、传承和发扬。 同时，作为服务于广大青少年读者

的出版社，“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 引导青

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努力方向。

“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应当成为我们出版人必须时刻牢

记的工作指南。 ”上海文艺出版社党总支书记、社长兼总编辑陈

徵表示，出版工作也担负着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的使命任务，“这

要求我们聚焦主业、踏实努力，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始终

关注以人民为中心的优秀原创文艺作品， 同时挖掘一批健康优

质的网络现实题材佳作，以有温度、接地气的精品力作，讴歌伟

大的时代，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上海形象贡献自己的力量。 ”

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总编辑张怡琮谈到， 越来越多

沪版图书正努力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其中，能够体现中华民族

文化根脉的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受到世界的关注。 今年上海“文

化中国”系列丛书签订多项输出合同，越来越多海外版权代理商

和出版方对这套丛书产生浓厚兴趣。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发祥地，努力成为全国出版“走

出去”的排头兵，已成为上海出版人当前的共识。 大家在学习中

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创新出版理念、创新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

源力量，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
大增量，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

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营造风清

气正的网络空间，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

量。 总书记的讲话，对当下火热的数字出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起点中文网副总编李晓亮说， 网络平台要满足数亿网络读

者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要创作出健康优质的网络文艺作品，必

须引导广大网络文学写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

为写作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以此拿出现实题

材力作，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网络文学创作同样重要。

上海网络作家协会副会长刘炜表示， 网络作家要主动写能够感

动读者，让读者读后有益的故事。“一方面要关注现实题材写作，

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反

映当今社会各行各业先进人物奉献自我、建功立业的故事；另一

方面，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写作者自觉讲品位、讲

格调、讲责任。 以网络文学来影响互联网上的万千青年人，从而

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

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

(上接第一版)李强走进中心服务窗口，察看

专利预审、确权维权及公共服务情况，同来

中心办事的企业人员亲切交谈，了解企业对

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建议。 李强叮嘱中心负

责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也有

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回国创业， 大家对知识

产权保护的诉求越来越高。 上海要打造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必须发

挥好各类知识产权保护运营平台的服务功

能，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积极探索符合国际

惯例的制度体系， 助力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上

海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亮点。

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工厂正着力打造代

表全球汽车制造领先水平的智能制造工厂。

市领导听取企业提升先进制造业能级水平

的情况介绍，在工厂总装车间察看自动化生

产线，了解新款车型开发和生产进展。 在同

企业负责人就打响“上海制造”品牌等进行

交流时，李强说，要以国家扩大汽车、飞机、

船舶产业开放为契机，抓住“上海扩大开放

100 条”的重要机遇，充分发挥上海产业的比

较优势，吸引世界知名企业在沪投资先进制

造业，争取更多外资研发中心和高端制造项

目落地，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再创新、再升

级，在开放中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全

面提升产业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

市领导周波、翁祖亮、诸葛宇杰参加调

研。

(上接第一版 ) 调研组与市发展改革委、 市

经济信息化委、 市科委、 市交通委等政府

部门有关负责人及部分专家学者深入交流。

据介绍， 上海逐渐构建起全面覆盖各车型、

鼓励多种应用场景使用新能源汽车的扶持

政策体系， 并形成完整产业链。 目前 ， 上

海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规模居全国第一 ，

2017 年， 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产值超过 230

亿元， 今年将争取增长到 300 亿元 。 为激

发新能源汽车真实需求， 上海率先推出新

能源汽车免费专用牌照等支持政策 ， 同时

不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今年上

半年， 本市已累计建成各类充电桩超 16 万

个， 较好满足了充电服务需求。 按照 《上

海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 （2016-

2020 年）》， 至 2020 年底， 本市充电桩总量

不少于 21.1 万个， 将满足 26 万余辆新能源

汽车的充电需求。

调研组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房爱卿任组长。 在沪期间， 调研组还赴嘉

定国际汽车城和部分新能源汽车生产制造

企业实地考察， 深入了解新能源汽车研发、

生产、 应用各环节的现状和问题， 广泛听

取意见建议。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委员王

志雄参加调研， 市政协副主席金兴明主持

座谈会并出席有关活动。

(上接第一版) 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提供坚强组织保

证。

尹弘指出， 要让高校党的组织体系强起来， 确保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效运行， 全面加强院系党组织建设， 抓细抓

实基层党支部建设， 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 教书育人

全过程。 要让高校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强起来， 深入推进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 进课堂、 进头脑， 积极

开展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 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上。 要让高校干部人

才工作强起来， 坚持培养和选任并重、 严管和厚爱并重， 着力

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坚持引育并举， 着力集聚爱

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 努力为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提供坚

实人才支撑。

副市长翁铁慧作工作部署。

上海构建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体系 提升新时代高校组织工作质量水平推动“上海扩大开放100条”落实落地

▲缂丝团扇“海屋添筹”扇面。

（隐竹堂供图）

▲缂丝团扇“喜上眉梢”扇面。

（隐竹堂供图）

▲缂丝作品茶花蝴蝶，

有“蝶恋花”之意。

茛缂丝织造

技艺主要是使用

古老的木机及若

干竹制的梭子和

拨子。

荨顾建东在

工作中。

■ 织造一幅缂丝作品， 往往需要换数以
万计的梭子， 古有 “妇人一衣， 终岁方就”

之说。 即使到了今天， 一个熟练工人一天也
只能织出一两寸素地缂丝， 遇到图案繁复、

花色细腻的画稿， 可能一天仅能织几厘米。

每一幅缂丝作品背后， 潜藏的是手艺人以梭
代笔、 以丝作画的一片匠心

制图：李洁（除署名外均受访者供图）

(上接第一版)支持中非团结合作， 同 26 亿中非人民一道， 为

传承中非传统友谊作出贡献， 为携手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努力。

“一带一路” 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于今年 5 月在长沙和

南京举办。 来自 51 个国家的 73 名青年代表参加了论坛。 来

自埃塞俄比亚的汉娜·格塔丘等同学在来信中向习近平主席汇

报了自己参加论坛的感悟， 并就 “一带一路” 建设、 中非合

作、 中非青年交流等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继续关注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