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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结束后，习近平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耕、北京大
学副校长王博、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
安、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先后发言。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
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
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
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
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
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
未来中国。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
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
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
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
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
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
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
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
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
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
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
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
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

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
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习近平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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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由之路。
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
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一，“结合”
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
机结合。第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
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
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三，“结
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
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第四，“结合”
打开了创新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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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
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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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结合”巩固了文化
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
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
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
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
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领导党和
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

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
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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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
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
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
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秉持开放包
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
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蔡奇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
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
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要结
合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认真组织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不断深
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要加强研究阐释，坚持学以致用，全面落实党的二
十大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项战略部署，坚定文化
自信自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

李书磊、铁凝、谌贻琴、秦刚、姜信治等参加上述有
关活动。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
负责同志，有关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本报讯 6日2日，福建
省召开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
布会。会上，福建省生态环
境厅发布《2022年福建省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2022
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
优良并持续居全国前列，全
省森林覆盖率65.12%、连续
44年保持全国首位。

据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党
组书记、厅长许碧瑞介绍，福
建有9个设区城市空气优良
天数比例稳定优良，PM2.5
浓度降至每立方米19微克，
空气质量达标比例依次为南
平、龙岩、福州、莆田、宁德、
厦门、泉州、三明、漳州。福
州、厦门空气质量排名在全
国168个重点城市中分列第
5位、第9位。

福建地表水环境质量保
持优良向好，主要流域Ⅰ～
Ⅲ类水质比例98.7％、比上
年提升 1.4个百分点，县级
以上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
水质均达标，淡水湖泊水库
水质达Ⅰ～Ⅲ类的湖库占
94.7％；福建近岸海域海水
水质总体良好，优良水质比
例85.8%，稳定向好；城市声
环境质量稳中有升，区域环
境噪声、道路交通噪声有所
下降；辐射环境质量保持良
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
本底涨落范围内，环境电磁
辐射水平低于国家规定的控
制限值。

此外，福建还出台《深化
生态省建设 打造美丽福建
行动纲要》，系统推进美丽城
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
丽海湾、美丽园区建设。全
省已有39个市、县（区）获国
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命名，6个
县（市）和1条流域获国家命
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 （许丹）

本报讯 6月1日，《福建省气候资
源保护和利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正式施行。

《条例》从气候资源探测、保护、利用
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科学保护和合理利
用气候资源，促进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

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具体规定。
《条例》规定，在国家重大建设工程、

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和大型太阳
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以及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应当统筹考虑气
候可行性论证结果，避免、减轻气象灾害

的影响。《条例》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应当
建立气候影响后评估制度，定期分析评
估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对气
候资源的影响，并根据评估结果优化调
整相关规划和项目布局。

（林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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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正式施行

6月3日至4日，2023海峡两岸（集美）龙
舟文化节暨第十六届“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
岸龙舟赛在厦门集美举办。本届龙舟赛共吸引
两岸参赛队伍47支，其中台湾地区队伍19支
（含大陆台胞2支），共有
约 500 名 台 胞 报 名 参
赛。

本届龙舟赛是第十
五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
之一。经过激烈角逐，最
终，安踏体育男队和集美
街道女队分别摘得“嘉庚
杯”和“敬贤杯”桂冠。集
美街道队和台北旭源队
分获中国龙舟拔河公开
赛前两名。

时值陈嘉庚先生创
办集美学校 110 周年、
集美学村命名 100周年

之际，除赛事之外，本届龙舟文化节
以“两岸一家过端午，百年学村赛龙
舟”为主题，融合龙舟文化、学村文
化、闽南文化，还同期举办海峡两岸
（集美）端午文化论坛、集美（端午）诗
歌节等活动。

本届龙舟文化节由中国龙舟协
会、政协厦门市委员会、福建省体育
局主办，厦门市集美区政府、厦门市
体育局、厦门市集美学校委员会、厦
门广电集团承办，福建省金门同胞联
谊会协办。

自2006年开赛以来，“嘉庚杯”
“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已成功举办了15届，
历经多次升级，已发展成为集美区重要的文化
品牌、厦门城市名片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
要平台。 （许丹/文 竞赛组委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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