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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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
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
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0月7
日至 8 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
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举旗定向，振聋发聩。

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大格局中，上海地位特殊、作用
独特。总书记一直以来十分关心
上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亲自为
上海擘画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
大都市的发展目标，亲自为上海
提炼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对上
海一系列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市委
始终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
为重大政治责任，高扬旗帜、守正
创新，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城市软实力显著提升、社会主义
国际文化大都市基本建成。

新征程上，上海要继续当好
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
者，离不开党的创新理论科学指
引。市委书记陈吉宁指出，要坚
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领航定
向，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
蓝图细化为施工图、转化为实
景画。市委强调，要着力加强
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
和阐释，全面加强党对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领导，加快打造文化
自信自强上海样本。

凝心铸魂
广泛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古人曾经说过：“先立乎其大
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上海始
终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加强党的
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全力打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学习园地、研究高地、传播
基地，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
浦江两岸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18年3月，上海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成立，是中央批准成立的
首批10家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
心之一。2019年3月，研究中心
在全国率先发布《新时代新思想
新战略研究丛书》，讲清中国发展
历史性成就背后的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优势。2021年7月，国内
首家省级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
——上海市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
精神研究中心成立，形成“一体两
翼”、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
上海的思想传播工作就跟进一
步。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上海迅
速构建起以市委讲师团为引领
的“1+16+X”宣讲工作体系，全
市各级党委中心组把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
鲜明主线。至今年9月，上海已
组建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队伍
1700多支，累计宣讲约3.3万场
次，直接受众近270万人次。

为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
寻常百姓家，上海广大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者不断创新宣传理念
和方法。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老百姓心里
有杆秤，我们把老百姓放在心
中，老百姓才会把我们放在心
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 法 案 件 中 感 受 到 公 平 正
义”……党的二十大开幕当天，
《解放日报》推出30个版“百姓话
思想”特刊，用老百姓的身边事、
平实话，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今年9月，东方卫视电视理
论节目《这就是中国》迎来第200
期。播出近五年，节目抓住年轻
人的所思所想，在各种观点、立
场激荡交锋中树立起鲜明的舆
论导向，在抖音平台拥有粉丝
184.6 万，在海外覆盖 196 个国
家和地区逾12亿人次受众。

现在，学习传播党的理论思
想已在上海蔚然成风。2019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杨浦滨江
人人屋党群服务站，鼓励老党员、
全国劳模黄宝妹多向年轻人讲一
讲，坚定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今年92岁的黄宝
妹仍活跃在宣讲一线，不仅是上
海“百老德育讲师团”成员，还成
了B站“老杨树宣讲汇”直播间的
主播，以亲身经历向年轻观众讲
述党和国家走过的峥嵘岁月。

普陀区动员了20余位红色
故事传播志愿者，开展“寻访红
色记忆 走进工人学校”等百姓
故事汇系列12期，开办“听党话
跟党走，微宣讲入百家”专题宣
讲会80余场。

通过“大思政课”建设，党的
理论思想在上海年轻人心中生
根发芽。2022年秋季学期起，上
海面向全市高校本专科生全面
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锦绣中
国”“中国智慧”等百余门“中国
系列”课程不断升级，广受欢迎。

薪火相传
大力弘扬城市精神品格

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
习近平把上海城市精神提炼为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
智、大气谦和”。2018年，他又用

“开放、创新、包容”来概括“上海
最鲜明的品格”。

既有千年江南文化的浸润，
又有近代以来中西交汇的海派
文化，上海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
地和工人运动发祥地，612处红
色地标、30余处中共中央早期在
沪机关旧址遗址，让红色文化成
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上海牢记总书记的叮嘱，
“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
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相
传，把使命永担在肩”。

2021年6月，中共一大纪念
馆开馆，展品数量由原先的278件
增至1168件，一街之隔的中共一
大会址完成保护修缮。上海全面
启动实施“开天辟地——党的诞生
地发掘宣传工程”、党的诞生地红
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和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工程，成果斐然——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
和保护利用条例》实施，在全国
率先将这些红色精神瑰宝纳入
法治化治理轨道；

《战上海》《革命者》《火种：
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走来》《中国
共产党建设史》等一批红色读物
获得多项殊荣和重点推介；

启动《“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
传承弘扬工程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年）》，第二批上海市
红色资源普查课题调研正在开展。

“年轻观众已不满足打卡式
参观、走一遍式听讲解，他们希望
上海的红色故事能以更创新的方
式呈现和传播。”党的二十大代
表、中共一大纪念馆宣教部主任
杨宇说。2021年6月，全国首个
红色文化资源信息应用平台上海

“红途”正式上线。人们通过手机
就能查看全市数以千计的精品展
陈、讲座课程、体验线路等各类优
质学习资源，实名注册用户已超
500万，总点击达数亿次。

上海的城市精神品格是这
座城市的灵魂，是长期发展中形
成的鲜明特色，也是生生不息的
力量源泉。这股力量薪火相传，
不仅体现在邹碧华、钟扬、于漪
等一批先锋模范身上，也深深影
响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

“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
一分站叮嘱志愿者：垃圾综合处
理需要全民参与，我关注着这件
事，希望上海抓实办好。今年5
月，志愿者们又收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回信。他在信中说：“得知经
过这几年的宣传推动，垃圾分类
在你们那里取得新的成效，居民
文明程度提高了，社区环境更美
了，我很欣慰。”

“读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我们的心里暖乎乎的。这让我们
全体参与垃圾分类的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倍感温暖、深受鼓舞。”虹
口区嘉兴路街道安丘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雷国兴表示，“我们将按
总书记的要求，继续发挥志愿者
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如今在上海街区乡镇，热心
公益的市民随处可见。据统计，

“上海志愿者”网站和小程序已
发布志愿服务项目58万多个，注
册志愿者超600万人。近五年，
上海又有3人获全国道德模范、
17 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103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

守正创新
壮大主流舆论声音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第一

财经推出《激荡四十年》《40年改
革征程再思考》等报道；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上海广播电视台融
媒体中心《家国70载》见微知著；
建党百年之际，解放日报推出

“信仰之路”大型主题报道，近百
名记者分28路赴全国各地采访，
产出文字报道逾50万字、视频近
百个，全面展示一个百年大党的
伟大精神谱系……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凝
聚力和向心力。上海广大新闻
工作者始终牢记新的时代条件
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
使命，在重要时刻发出嘹亮声

音、壮大主流舆论已成上海新闻
战线的行动自觉。

今年 4 月 3 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
开。上海媒体迅速行动，开设主题
教育报道专题和“学思想、强党
性、重实践、建新功”专栏，至8月
底已发布主题教育报道9000余
篇，仅自有平台总阅读量就超过4
亿次。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
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
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在市委市
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上海媒体坚
持守正创新，“主力军挺进主战
场”，大力推进媒体融合转型，让
网上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充
沛。今年，上海报业集团又启动
融媒工作室赋能计划，培养锻炼
多个特色鲜明、能独立运作且以
视频为主要形式的工作室。上
海广播电视台百视TV深度挖掘
垂类创新业务，APP平均月度活
跃用户超600万。

2021年4月，上海市政府新
闻办与新民晚报社联合采制的百
集融媒体产品《百年大党——老
外讲故事》首发，首集短视频的叙
述者柯文思在最后用不太标准的
上海话说，“我爱上海”。作为曾
获得奥斯卡奖的英国导演，柯文
思如今定居上海，以他的视角把
这里的故事讲给西方观众听。

5年来，上海国际传播能力
持续加强，上海日报、一财全球
等外宣媒体影响力不断扩大，推
出《老外讲故事·海外员工看中
国》《一个都不能少——长卷寻
宝》等现象级外宣融媒体产品。
不久前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文
汇报制作的融媒体产品被外交
部发言人转发至Facebook，外交
部发言人办公室官方视频号、抖
音、微博、B站同步推送。新闻事
实核查项目“澎湃明查”在海外
社交媒体发声，580多篇稿件阅
读量近6亿次，出海舆论斗争能
力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中华文化从上海
走向世界，面向国际主流社会传
播中国形象。今年4月，总部位
于上海的阅文集团旗下起点中
文网收到一位日本读者来信，信
写给《天启预报》作者风月，整整
4页全部用汉字手写。截至2022
年底，起点国际版已上线约2900
部中国网络文学的翻译作品，培
养海外网络作家约34万名，网文
出海吸引约1.7亿访问用户。

有声有色
持续擦亮上海文化品牌

国庆长假，美琪大戏院迎来
一批专程赶来欣赏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的外地观众。有人被
当年央视春晚选段《晨光曲》惊
艳，特地来沪观演，又被主人公
的家国情怀打动。2018年底该
剧在上海试演以来，不仅收获多
个奖项，还在上海开启数轮驻演
和全国巡演。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持续擦
亮的“上海文化”品牌，让这座人
文之城更具魅力。刚刚开幕的
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超400场演展活动打造“艺术
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迈
入而立之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近450部中外电影吸引全球影迷
齐聚上海。今年上海书展云集
全国350余家出版社18万余种
精品图书，销售额较2019年增长
41.47%。

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
辞盛则文工。近年来，上海出品
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功勋》《大
江大河》《千里江山图》等21部作
品连续入选“五个一工程”奖；国
家级出版奖项获得数量名列全
国前茅；《长安三万里》《孤注一
掷》等上海出品电影票房讨论均
成现象级。

文化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
因素，上海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
给人民，在全国率先基本建成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美术馆、
剧场、创意机构和优秀历史建筑、
风貌保护街区交错群集，中心城
区10分钟、郊区15分钟的公共
文化圈基本形成。各类文化设施
星罗棋布，重大文化节展赛事活
动、丰富文艺展演资源不断。

徐汇区围绕“海派寻源、百年
教育、艺术西岸、可阅读的建筑”
等主题，推出18条人文修身行走
路线，市民一边漫步于历史风貌
之中，一边感受城市的人文气
息。松江区打造云间会堂文化艺
术中心，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
参观艺术展览、观看文艺演出、借
阅图书等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
照样走在前面。”2022年上海文
化创意产业总产出约占全市GDP
的13%，高品质文化内容正在赋
能城市经济。

“上海文化”品牌三年行动计
划和“上海文创50条”等系列措
施，激励大批文化企业发展。出
版、影视、演艺、艺术品、动漫游戏
等传统产业之外，资讯服务平台、
内容孵化机构、数字创意营销等
新兴领域也迸发市场活力。

上海企业米哈游出品的游戏
《原神》深受海内外玩家喜爱。
2022年1月，由上海京剧院国家
一级演员杨扬演唱的《神女劈观·
唤情》，在游戏中刚一发布便火爆
出圈，让众多年轻人和海外玩家
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
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5年
来，上海文艺工作者牢记总书记
的嘱托，创作出一批深受各国人
民喜爱的优秀作品，反映中国审
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
念，弘扬中华文化精神。

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何以中
国”系列展览，通过全国考古成
果让中外观众看到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希望世界更好地通过
上海这个窗口认识和研究中国；
中国的故事与文化在这里更好
地向世界传播。”肯尼亚卡拉蒂
纳大学讲师秦肯说。

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
有新气象新作为。上海将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引领，坚定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讲
好中国故事，演绎上海精彩，打造
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

简工博 王闲乐

牢记总书记嘱托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