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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易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

在重要位置，指引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在举旗

定向、正本清源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新气

象、迈向新征程。

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新时
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指明前
进方向

燕山脚下，国风浩荡，文脉不绝。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

于北京中轴线北延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

馆考察。

走进国家书房，总书记的目光望向顶部

中央藻井内的星空穹顶。穹顶上，宋代石刻

天文图展现古人智慧，星汉灿烂、浩渺深邃；

书房内，15组巨型书柜陈列近3万册新中国

精品出版物，思想的星空蔚为大观。

文明生生不息，思想与时俱进。

次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文化

建设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并强调，这些重要观点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

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

断丰富发展。

10年前的8月，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语

重心长：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

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

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

继续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

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

清醒冷静的叩问，贯穿着对宣传思想文

化事业的远虑深谋。

这是全新历史坐标下的重大命题：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

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应当如何凝心

铸魂、高举旗帜？

这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时代呼唤：一个民

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

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想要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攀登新

的思想高峰，应当如何总结经验、把握规律？

这是赓续历史文脉的高度自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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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应当如何主动作为、再谱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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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紧扣时代脉搏，围绕中心工作，突出问题

导向，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气象日新。

正本清源，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的全面领导——

2013年11月，北京，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

在这一正式开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大

幕的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

态工作的一席话振聋发聩：

“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

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

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

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

政治安全。

随着经济科技快速发展和社会格局深刻

调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

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

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

环境。 ▼ 下转第三版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纪实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记者徐
壮）文化和旅游部6日公布2023年中秋
节、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8

天，国内旅游出游人数8.26亿人次，按

可比口径同比增长71.3%，按可比口径

较2019年增长4.1%；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7534.3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129.5%，按可比口径较 2019年增长

1.5%。

假期中，文化和旅游行业恢复势头

强劲，全国假日市场平稳有序。

中秋遇上国庆，“前半程团圆、后半

程旅游”特征较为明显，群众假日出游

意愿得到集中释放，中远程旅游实现较

高增长。文化和旅游行业结合假日特

点，通过“旅游+”融合演艺、体育、非遗

等，推出一系列体验丰富、备受游客青

睐的活动和产品。

文化和旅游消费在“双节”期间增

长迅猛。文化和旅游部举办全国国庆

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推出149条全

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和69家工业旅游

示范基地。夜间消费活力进一步激

发，根据中国联通数据监测，9月28日

18时至10月6日6时，243个国家级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夜间客流量

1.12亿人次，平均每个集聚区每夜5.76

万人次，较 2022年国庆节假期增长

68.7%。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 亿元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旅游出游8.  亿人次

数据能够印证这个8天超长黄金周的消费活力：中秋

国庆假期，申城线下消费支付金额449.2亿元，线上消费实

物零售金额313.9亿元，线上线下消费金额超过760亿元。

其中，外来消费发生消费金额163亿元，消费次数1804万人

次，分别较2022年同期增长18.0%和30.0%。

结合2023金秋购物旅游季，“文旅+商业”联动发力，全

市各大商场商圈聚焦消费新地标打造、消费新业态培育、商

旅文体展联动，交出了一份靓丽答卷。

消费新供给抢滩入市

假期是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产品“创新试水”重要节

点。节日前夕，申城消费新场景抢滩开业，为节日消费市场

注入一股新活力。

黄金周前夕，南京东路世纪广场改造更新项目迎来视

觉开放的重要节点，3.5万块艺术地砖，以蓝色为主基调，12

种深度彩度不同的色号遵循“星云浩海，明珠万象”设计概

念，全力打造“新品首发地、网红打卡地”。黄金周8天，南

京路步行街36家样本企业销售额合计6.1亿元，较2022年

同期增长7.9%。

长假期间，一批全新的商场抢滩入市，带来新供给。龙

华会吸引各类首店超70家，打造开放式“龙华戏台”消费新

场景，节日期间还推出中国奇谭鹅鹅鹅和京剧院文化表演；

鸿寿坊聚焦“小而美商业”进行城市微更新，深度挖掘历史

建筑保护和市民文化，携手首批60余个品牌，打造上海“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商业新范式。

来自市商务委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35个重点商圈

进店线下客流总量达到3789万人次，较2022年同期增长

34.6%。消费金额排名前三商圈分别为南京西路、陆家嘴

和南京东路商圈，分别较2022年同期增长8.1%、10.6%和

7.7%。 ▼ 下转第二版

聚焦消费新地标打造、消费新业态培育、商旅文体展联动

超长黄金周上海线下消费   . 亿元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上海长假接待游客超    万人次
 刊第二版

多家跨国企业“掌门人”确认，
进博会将是他们金秋中国行首站

共赴“东方之约”，
对中国市场投“信任票”

 刊第四版

■从1%透视都市农业新风口

云南冷凉蔬菜
丰富申城“菜篮子”

 刊第六版

接待市民游

客 3846.80万人

次、旅游消费交

易886.60亿元、百场活动、千项产品、

汇聚万家企业、激活亿万流量……为

期21天的第34届上海旅游节昨晚首

次牵手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以艺术

节参演剧目《女高音安娜 ·奈瑞贝科独

唱音乐会》作为旅游节闭幕演出，旅游

节、艺术节携手成为“诗和远方”的文

旅融合新样本。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旅游节庆

活动和上海最具吸引力的城市“金名

片”，上海旅游节秉持“人民大众的节

日”办节宗旨，在变与不变中破圈迭

代、焕新升级、创新提升，不断培育更

多优秀项目、提升全域服务水平、推动

文旅深度融合，为全国旅游节庆和文

旅深度融合探索新模式、建立新样本，

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上海

实践。

创新突破勇立文旅“新
潮头”，城市形象焕新展示

“走过三十四载的上海旅游节，从

未停下过自己的脚步，早已成为上海

金秋时节的城市庆典。”上海市文化和

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方世忠告诉记

者，上海旅游节将坚持文旅深度融合，

突出“都市型、综合性、国际化”的最大

特点，让海内外游客时时刻刻感受到

城市的暖意、惬意和诗意，让在者舒

心、来者倾心、未来者动心，全力将上

海打造成入境中国旅游第一站。

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统计显示，

2023年上海旅游节共接待市民游客

3846.80万人次；本市宾馆酒店客房出

租率为59%，同比增长5个百分点。

上海银联统计测算，9月16日至10月

6日，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

等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为

886.60亿元，同比增长13.50%。本届

上海旅游节期间，各主要在线平台和

重点企业推出的相关促消费类活动累

计传播量超过31亿次，销售额约40.1

亿元。

上海旅游节挑选出城市中最美的

夜景，呈现在世界眼前。9月16日晚，

在“一江一河”交汇点，19艘彩船、16

辆主题花车和1000架无人机水陆空

立体式地组成一幅流动的景观，“点亮

世界会客厅”。20余个国内全媒体平

台同步直播，并通过上海文旅海外社

交媒体向全球发布上海旅游节开幕盛

况，总传播量突破2.8亿次。

9·27世界旅游日之际，“当你遇

见远方”世界旅游日 ·一带一路主题推

介活动成功举行，全新改版的14个语

种上海文旅推广网站面向海内外上

线，覆盖全球近90%的用户；上海旅游

节与文汇报社联合发起的“喜欢上海

的理由”征集活动进入第三季，与广大

读者一同找寻城市持续发展、创新繁荣的密码；花车评选、上海

旅游节年度优秀文旅活动和旅游线路评选也首次邀请全民参与

发声。

上海旅游节通过不断开启深层次、多样化、重实效的对话交

流，让上海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好故事的天然题材，使海内外

游客心向往之。

聚合功能拓展文旅“新场景”，消费能级持
续提振

穿城而过的黄浦江，被游客称为上海必打卡景点之一。暮

色降临，灯光璀璨，游客纷纷登上浦江游船，等待一场与美食美

景的浪漫约会。“边吃美食边看夜景，沉浸式感受魔都的时尚风

光，体验非常好。”来自法国的游客达琳说。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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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期，申城市民吴彦希很忙——到复兴

公园一带逛“2023上海书展 ·思南美好书店节”；

陪父母去天蟾逸夫舞台看史依弘领衔的梅派名

剧《西施》；打卡全新的文艺地标北外滩友邦大剧

院，欣赏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续作：真爱永

恒》；趁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舍闭馆调整前，观

摩“实证中国——崧泽 ·良渚文明考古特展”……

她的八天长假，大部分行程都与文化艺术有关。

把闲暇交给艺术，正成为越来越多申城市民

品质生活的优选。这一方面得益于上海文化艺术

资源足够丰盛，国际性文化节展、高质量文博美术

大展、国内外名家名作不断上新；另一方面源于上

海持续深耕美育，润物细无声地将艺术普及、人文

教育融入日常，市民认识美、理解美、欣赏美、创造

美的能力不断提升。

今年，“打造100个‘社会大美育’课堂、推出

5000场艺术普及教育活动”更是被列为上海市为

民办实事项目。记者了解到，这一目标已提前达

成。截至9月底，上海博物馆、中华艺术宫、上海

大剧院、上海芭蕾舞团等113家单位成为“社会大

美育”课堂。在它们的示范带动下，全市300余家

专业艺术场馆、机构积极参与，策划开展了有主

题、成系列、高品质的公共艺术普及教育活动

6048场。

日复一日的艺术浸润，“养”出高
欣赏品味

“在衡量一座城市文化实力的时候，自然想到

的是文化设施的数量与质量，对标高端文化人才

多少。”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说，其实，还有一项隐性

要素比较难以量化但很重要，那就是生活在其中

的市民的文化艺术素养，这是一座城市乃至一个

国家的文化基座。

近日，应上海音乐厅2023mini音乐节之邀，

著名小提琴家宁峰用3小时演绎巴赫《无伴奏小

提琴奏鸣曲与组曲》全本（含中场）。“像这样一场

曲目集中在某一个作曲家，而且作品类型较为单

一的音乐会，在全世界都极为少见，非常考验市场

的接受程度和听众的素养。”令宁峰感动的是，申

城这场音乐会几乎座无虚席，现场不乏带着乐谱

来“上课”的青少年爱乐者。 ▼ 下转第六版

打造无界课堂，上海“社会大美育”成果渐显

把闲暇交给艺术，正成为品质生活优选
■本报记者 李婷

苏州河静安段举行的2023静安国际光影节，成为市民游客假日打卡出游的文旅融合新地标。 本报记者 范家乐摄

上海持续深耕美育，让市民在文化艺术浸润中提升审美素养和能力。图

为长假期间，中提琴家梅第扬携手柏林爱乐巴洛克独奏家合奏团亮相上海交

响乐团音乐厅。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