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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0 月 25 日了解到，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 6 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以

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

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

加大制造业引资力度，着力解决外

商投资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全面

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服务，推动利

用外资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强调，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就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

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

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

奋发昂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

入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

强。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在新征程上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按照党的二十大

的决策部署，抓实抓好各方面工作。要

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

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

流思想舆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

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广泛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伟大建党

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

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更好地凝聚人心、汇聚民力；要提

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

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在全社

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

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

新貌；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

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健全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

场体系，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

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

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

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

话语权，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中

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

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

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我们必将谱写更加壮丽的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五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新华社评论员

推动高质量发展

10 月 31 日，长征

五号 B 遥四运载火箭

搭 载 梦 天 实 验 舱 在

文 昌 航 天 发 射 场 冲

入云霄，发射取得圆

满成功。

从天和核心舱到

如今作为中国空间站

第二个科学实验舱的

梦 天 实 验 舱 成 功 发

射，中国空间站建造

也由全面实施阶段进

入收官，我国在建设

航天强国的道路上又

迈出坚实的一步。

伟大的太空梦想

是 拼 出 来 、干 出 来

的。正如长征系列火

箭的名字，我国载人

航天的发展是一场敢

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的“长征”，也是一部

不断攀登科技高峰的恢宏史诗。从

无人到有人，从短期停留到中长期

驻留，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从起

步时期的基础薄弱、技术空白，到如

今拥有多项世界先进技术，航天人

始终怀着光荣与梦想，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不懈努

力，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不断

迈出新步伐。

“梦天”顺利逐梦天宫，是我国

不断追求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坚

持自力更生与自主研发道路结出的

丰硕成果。中国空间站建成在即，

中国航天梦还将继续向前。《2021 中

国的航天》白皮书显示，未来五年，

我国还将实施探月工程四期、深化

载人登月方案论证、完成火星采样

返回等重大工程项目，推动空间科

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

逐梦苍穹无止境。目前，我国

载人航天工程已经从独立发展迈入

全球合作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

航天将迈着铿锵的步伐，以不断的

创新继续探索无限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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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吃得饱”转向“吃得好”、

“吃得健康”的趋势，就是大食物观的落

脚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树立大食物

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

大食物观，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说

都比较陌生，也因此，其在二十大报告出

现之后，引发了不少人热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

的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

平稳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在这

一过程中，具体到食物消费上，中国居民

的食物消费也逐步从相对单一的谷物为

主，向多元化的方向转变，反映为粮食直

接消费量从增长至稳定再到下降，肉、

鱼、蛋、奶、水果等食物消费量快速上

升。老百姓从过去“吃得饱”转向“吃得

好”，再到“吃得健康”的趋势，就是大食

物观的落脚点。

多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人均粮食产量达到了483.5

公斤，口粮和谷物的自给率始终保持在

97%以上，总体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

但从食物安全的角度看，我国部分

食物的自给率仍相对较低，这在蛋白类

食物上尤为突出。随着居民食物消费习

惯的逐步变化，蛋白质的消费量在快速

增加，蛋白消费结构也已从过去植物蛋

白为主，逐渐转化为动物蛋白增长下的

植物和动物蛋白并立的二元结构。这一

过程中，伴随着水产品和乳制品消费的

增加，动物蛋白的摄入来源也变得更加

多元化，居民蛋白消费结构正逐步向高

水平的方向转变。在蛋白类食物不断扩

张升级的背景下，目前，国内的产能已经

难以有效保障居民的消费需求。大食物

观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内容，要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这要求必须强化科技创新支撑能

力，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

到位。如今，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借助

于设施农业、生物技术等手段，利用森林

海洋广阔的动植物和微生物资源来生产

食物变成了可能，拓展了农业生产的空

间。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潜能也得到了

有效释放。

进一步看，多种技术的有效结合和

应用，也有助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

产率以及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传

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

级，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农业产

能。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下，进一步

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从“粮食观”到“大食物观”，我们得

以从更广的维度把握粮食安全，保障老

百姓的饭碗。由此，也更需要我们树立

并践行大食物观，守护好“中国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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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吃得饱到吃得健康 树立大食物观靠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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