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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

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

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

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

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

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

主义。

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

践创新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

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

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

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

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

前提。”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

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

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

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

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

注入马克思主义，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坚

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

克思主义。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

能更好创新。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

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首先要

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历

史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

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

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

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

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以大历史观来看，今

天的中国是从数千年历史中走来的中国，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和平性。正确把握中华文明的

突出特性，是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前提。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之一，也是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

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一伟大文明孕育了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

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是中华

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我们在世

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我们最

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科学方法，

只有在与各国具体实际和历史文化传统相

结合中，才能不断化抽象为具体，进而实现

创新发展。一百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在革

命、建设、改革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取得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

论成果，指导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

仅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

性，也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

力和创造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提供了

文化沃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

高度，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

涵和时代价值，深刻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

为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推进

理论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事实证明，只有植根历史文化沃土发展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在中国落

地生根，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只有与马克思

主义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科学

理论指导下焕发勃勃生机与旺盛活力。我

们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充分汲取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推进“第二个结合”

中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广

阔空间，让马克思主义充分展现指导实践、

改造世界、开辟未来的真理力量。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

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

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只有植根历

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

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

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反映中华民

族精神风貌和优秀特质的灿烂文化，是世界

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中华民族具有守正不

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坚持植根历

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食古不

化”，简单复兴传统文化，更不是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替代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以古人

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坚持古为今用、推

陈出新。

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习近平

总书记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科学

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

之问，围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提出一

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

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

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

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

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

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

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

人的时代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深刻启示我们，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关键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要在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的基

础上，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坚持推进

“第二个结合”。具体而言，要按照时代特点

和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至今仍

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

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

式，实现创造性转化，使之焕发新的时代光

彩；要根据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实

现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中国相

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同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通，并将其中跨越时

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

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做到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

经由“结合”而形成的创新理论具有更加深

厚的文化根基。

坚持全面挖掘、深层注入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

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将中华民族的伟

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

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

坚持植根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

意义，体现了坚守文化根脉推进理论创新的

内在要求。必须在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

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进一

步做到全面挖掘、深层注入，从而适应新的

时代要求，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攀登新的

思想高峰。

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具有讲仁爱、重

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

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

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其中蕴含的

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

法、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等，为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文化

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更广阔的文

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

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这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

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特别是

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

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提炼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系统总结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融通的思想资源，

从而更好掌握推进理论创新的主动，不断巩

固文化主体性。

全面挖掘是为了更好实现深层注入。

我们党历来重视探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

推动形成深入人心的创新理论。例如，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

是”这一成语作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

平同志借用《诗经》中的“小康”一词描绘中

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等等。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注重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

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人民

群众易于接受、晓畅易懂的中国话语阐明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学理哲理，使马克思主

义不仅具有“中国形式”，更具有“中国内

涵”，在更高起点、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实

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

合。比如，以《韩非子》中的“事在四方，要

在中央”生动说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这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

重要内容，推动“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在

党员、干部内心深处牢牢扎根。新征程上，

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

马克思主义不停步，要在形式层面实现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表达的基础上，进

一步深入到内容层面，在将中华民族的伟

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

主义上下更大功夫，不断推进“让马克思主

义成为中国的”历史进程，从而有效把马克

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贯通起来。

据《人民日报》

开幕式用“潮”的澎湃向上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闭幕式通过虚拟现

实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传达“攀花赠友”的

隽永情谊与和合共生的美好愿景……杭州

亚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眉眼锋利，绛唇高髻，利落甩袖，隐入

画中……在成都大运会运动员联欢会上，

从《千里江山图》得到启发的舞剧《只此青

绿》，以东方美学的经典色彩铺展出如诗如

画的中国山水气象，令观众陶醉不已。

2023 北京文化论坛文艺晚会上，歌舞

节目《敦煌飞天》表演过程中，1000 架无人

机在首钢大跳台的上空组成了敦煌飞天奏

乐散花的壮观造型，与大跳台投影出的敦

煌壁画飞天、舞台上的演员飞天共同起舞，

深深震撼了观众。

在近期举办的大型活动中，一系列浸

润着中华文化、饱蘸着中国精神的节目，给

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体验，让人深切

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魅

力，也引人思考文化传承发展这一重要命

题。

泱泱中华，文明博大。如何让恢弘灿

烂的中华文化焕发出时代光彩，让浩如烟

海的文化遗产展现出蓬勃生机？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

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在更广阔的文化视野里，以古开今、传

承创新的实践精彩纷呈。《长安三万里》以

瑰丽光影再现千古诗情，《典籍里的中国》

以沉浸式戏剧演绎典籍“前世今生”，故宫、

敦煌等国潮文创 IP 让生活更有“文艺范

儿”……传统文化与当代表达“握手”、与现

代生活“拥抱”，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让更多人感受到

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感动于中国文化的

弦歌不辍。

这也生动说明，从传统文化宝库中探

骊得珠，通过艺术创作、技术创新，结合当

代人的精神需求、审美趣味，可以产生 1+1

远大于 2 的效果，在更高维度上实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

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激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一池春水”，离不开创新之

力。创新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舞创作越来

越多地与文物、古诗“梦幻联动”；借助灯光

数字投影，就能让“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

街如种菜畦”的唐城风貌再现眼前；进行适

应互联网语境的转化，一些经典美术作品

被制作成电脑桌面壁纸，赋彩数字生活。

今天，时代赋予便利条件，呼唤更多人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上大展作为。

当然，传承不是唯古是从，创新也不是

无本之木。活用技术，也要深研艺术；创新

为本，也要不忘根本。要坚持“变”与“不

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

统一，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

其始终涌动鲜活的生命力。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气度、性情与智

慧，书写在笔墨丹青之中，蕴藏在典籍辞章

之间，凝结在器物技艺之上，融汇成生生不

息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让浩瀚典籍里

的美文佳篇、博物馆里的文物精品、广阔大

地上的文化遗存，从历史中“走出来”、在大

众中“火起来”，将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

更丰富的文化滋养。

据《人民日报》

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太平乡五

三村的智能气象节水灌溉示范区，只见田野里

一片金黄，玉米喜获丰收。呼呼作响的风速仪，

仿佛提醒来访者：科技，是助力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的第一法宝。

涵盖风速仪在内的农田小气候自动观测仪

和作物长势自动观测仪，可以开展玉米生长情

况、农田气象要素、土壤墒情等综合观测，既能

预警干旱、冰雹、低温和霜冻等灾害性天气，还

能为精确灌溉提供决策建议。两座仪器犹如

24 小时在岗的“农田保姆”，遍布田垄的滴灌设

备好似“大地经脉”，共同为玉米提供全生长期

呵护。

不久前，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强调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平时产得出、供

得足，极端情况下顶得上、靠得住”。建设农业

强国，利器在科技。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对科技创新和

科技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何发力？技术优势和基层需求必须精准

对接。兴安盟春季干旱多风，夏季常有强对流

天气，秋霜来得早，冬季则严寒漫长。无论种植

业还是畜牧业，都要考虑防灾减灾。结合定点

帮扶地突泉县的实际情况，中国气象局着力以

气象科技保障农业生产。从实施人工增雨作业

抢墒助播，到有效预防和拦截冰雹天气，再到通

过防霜烟雾弹延长作物生长期，气象科技如今

全方位融入农业生产各环节。

科技可以先跑一步、走在前面。传统种植

方式习惯大水漫灌，不仅水资源利用率不高，而

且容易造成土壤板结甚至盐碱化。基于玉米生

长规律，专家团队研发出智能节水灌溉气象预报服务系统，提供适宜

灌溉期和灌溉量的精准预报，种粮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对玉米田展开

滴灌作业。掌握兴农技能的专家知农爱农，想在农民前面，想在产业

前面，有助于更好发挥科技引领作用。

科技要实现兴农助农，赢得农民认可最关键。一种技术、一项产

品即便理论上具有推广价值，最终能不能被农民接受，还要看能不能

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流程易操作，成本能控制，经济效益良好，这

样的新生事物才能在广袤田野扎根成长。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更多科技人才扎根乡野，

乡村振兴的大舞台才会好戏连台。如今，不是在乡下就是在去乡下

的路上，是许多基层干部的工作缩影，“好点子、好思路往往来自田间

地头”是大家的共同感慨。到田间地头问计问策，到生产一线问需问

难，科技助农因此发挥出更大效益。这也带来启示：党员、干部应多

开展调查研究，扎实走好群众路线，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

以连续多年气候数据为依据，突泉县紫皮蒜通过了“中国气候好

产品”认证，农民种蒜积极性高涨；靠智能气象护航，经过科学配方施

肥管理，优选玉米品种推广试验正在进行。把好事办好、实事做实，

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千方百计助力乡村振兴，就能用实绩不断增强群

众获得感。 据《人民日报》

黄河“几字弯”顶部的乌梁素海，天蓝

水碧，水鸟翔集。曾经，这里芦苇泛滥、黄

藻密布，“病”得不轻，当时“就水治水”，迟

迟不见效。近年来从单纯“治湖泊”到系统

“治流域”，统筹推进全流域全要素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让乌梁素海恢复良性生

态系统，每年可减少 100 万立方米的黄沙

流入黄河。遵循系统治理思路，我国大力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系统治理、系统工程、系统谋划、系统

思维、系统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

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

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

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

想和工作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

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六个必须坚

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其中就包

括“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马克

思主义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提高系统

思维能力，就是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

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

“十个指头弹钢琴”。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

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

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坚持唯物辩证法，就要从客

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

题、处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系统

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处理好发展

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

标、政府和市场等重要关系；要求南水北调

工作“不要顾此失彼，南水北调的各个环节

像多米诺骨牌似的，都是连着的”；围绕保

障粮食安全，提出树立“大食物观”，“向森

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

要食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系统

思维，始终坚持运用系统思维分析问题、研

究工作、提出思路、促进改革、推动发展。

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就要提高系统思维能力，用普遍联

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

物。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我们将面对更加深刻复杂变化的发

展环境，面对更多两难、多难问题，必须进

一步提高系统思维能力，把一切事物及工

作作为系统来认识和把握。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

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

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

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经济社

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

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只

有运用好系统观念，才能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紧紧围绕

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

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

斗目标不断前进。

观棋，心有全局；落子，精细布局。改革不能“孤军突进”，发展不

能“单打独斗”，调控不能“零敲碎打”，安全不能“一失万无”……经济

运行中的普遍关联、群众利益间的相互联系，决定了治理者在看问

题、做决策、抓落实中必须提高系统思维能力，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

进各项工作。“九龙治水、各管一头”的顽疾必须治，“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的老路不能走，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才能做到“多打大算

盘、算大账”。对领导干部而言，切实提高系统思维能力，就要高度重

视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耦合性和协同性，处理好各方面关系、统筹

好各方面利益、调动好各方面积极性，将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转化为

干事创业的成功实践，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成事之道。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以一些地方的农村改厕大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例，

提出“领导经济工作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必须有系统思

维、科学谋划”，并告诫领导干部防止因为“细节中的魔鬼”损害大

局。切实提高系统思维能力，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我

们就有了应对复杂局面、推动事业发展的科学遵循，就能把我国发展

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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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高系统思维能力，就要高
度重视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耦合性
和协同性，处理好各方面关系、统筹好
各方面利益、调动好各方面积极性

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推进理论创新
□ 曹文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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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
□ 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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