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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 180 度环绕的巨大曲面屏，播

放着红色文化旅游宣传片；抬头，红色五

角星在穹顶闪耀；低头，玻璃地面下是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电子沙盘，跃

动着点点灯光，勾勒出全国红色旅游资

源分布图。

这里是 2022 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

（简称“红博会”）现场。11 月 26 日，湘赣

两省共同主办的红博会在湖南省韶山市

开幕，31 个省、市（区）的红色文化资源、

文创产品、智慧文旅成果集中展示，携手

开启红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目前，红博会已成功举办 11 届，是全国

知名红色旅游品牌活动之一。

主题展馆以湖南省省花芙蓉花和江

西省省花映山红为灵感来源，呈现盛放

的花瓣形状。展馆设置“日出东方”“芙

蓉花开”“映山红遍”“湘赣正红”4 大展

区，分别展示全国、湖南、江西红色资源

和红色旅游发展成果，以及湘赣边红色

旅游商品。展馆外围环绕“复兴号”“韶

山号 ”“井冈山号 ”3 列火车 ，以及韶山

毛泽东同志故居、平江起义旧址、十八洞

村等 12 个红色主题打卡场景，呈现“五

步一画，十步一景”的观展效果。

走进红博园内，身穿红马甲的志愿

者随处可见。据介绍，韶山文明实践云

平台已注册登记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148

个，注册志愿者 2.6 万人，平均每 5 名韶

山人中就有 1 名志愿者。

同 为 革 命 老 区 、红 色 旅 游 资 源 大

省，湘赣两省血脉相连，共享湘赣边革

命根据地的红色记忆。近年来，湘赣边

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步入快车道，通过

建立省际红色旅游合作工作机制、编制

《湘赣边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签订《湘

赣边红色旅游合作框架协议》，成立湘

赣边红色文化旅游共同体，协力开发红

色旅游产品、规划旅游线路、开展教育

培训、打造旅游品牌，将地缘优势有效

转 化 为 经 济 优 势 ，激 活 红 色 文 旅 产 业

“一池春水”。

走进“日出东方”全国展厅，映入眼

帘的是多媒体装置“三面流水幕”。“建党

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沿着屏幕

“流淌不息”，一幅幅红色经典景区照片

连成全国红色旅游“流动的风景”。移步

“芙蓉花开”湖南展厅，一个个湘籍革命

先辈的名字和照片在巨型屏幕上滚动播

放，参观者无不肃立瞻仰。

为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江西

省倡议发起成立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

盟，已有 20 余个省（区、市）加入。以红

博会为契机，联盟成员现场交流、互学互

鉴，探索重构红色旅游消费体系、走开红

色旅游联动发展新路子。

如今，青年群体逐渐成为红色旅游

的“主力军”。许多年轻父母主动带着孩

子探访红色遗址，“寓教于游”。数据统

计显示，今年上半年，红色旅游市场“90

后”游客占比达 41%，亲子家庭红色旅游

占比近 3 成。

为此，韶山市不断推进红色旅游产

品推陈出新，大型舞台剧《最忆韶山冲》、

“韶山下的思政课”等沉浸式互动式旅游

项目，为红色旅游注入新鲜活力。“红色

旅游+”战略带动当地近 60%的农民增收

致富，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动力。

“孩子们太喜欢这里了。展会闭幕

后，我们还能来参观吗？”带着两个孩子

前来的湘潭市民庞雨询问工作人员。她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展馆会持续对公众

免费开放。

（综合各媒体报道）

擦亮红色文化名片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记者：实 现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过 程

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

自然而然的过程，还是需要主动实践？

欧阳雪梅：文 明 是 现 代 化 国 家 的

显著标志。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

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因此，文明的

产 生 和 发 展 不 是 一 个 自 然 而 然 的 过

程 ，也 不 是 人 们 在 头 脑 中 进 行 的 主 观

臆 断 或 纯 粹 想 象 活 动 ，而 是 人 类 改 造

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不 可 能 自 然 而 然 实 现 ，这 在 各 国 现 代

化 实 践 中 得 以 证 明 。 现 代 化 肇 始 于

西 方 ，资 本 主 导 下 的 工 业 化 将 资 本 增

殖 作 为 根 本 追 求 ，在 国 内 残 酷 剥 削 工

人 ，造 成 严 重 的 经 济 危 机 和 社 会 两 极

分 化 ；在 国 外 推 行 殖 民 主 义 和 帝 国 主

义 ，给 世 界 人 民 带 来 深 重 灾 难 。 资 产

阶级还常常打着“文明 ”的旗号 ，强力

推 行 其 反 动 政 策 和 价 值 观 念 ，被 马 克

思、恩格斯痛斥为“文明贩子 ”。西方

国 家 虽 然 因 此 创 造 了 丰 富 的 物 质 财

富 ，但 是 偏 重 个 人 享 受 ，物 质 享 乐 主

义 思 潮 盛 行 ，不 仅 加 剧 社 会 分 歧 与 冲

突 ，还 使 一 些 人 由 价 值 虚 无 走 向 精 神

空 虚 。 除 西 方 国 家 外 ，一 些 后 发 国 家

在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也 深 陷 两 极 分 化 、政

治 动 荡 ，失 落 了 精 神 家 园 ，呈 现 出 物

质 文 明 与 精 神 文 明 发 展 的 不 平 衡 、不

协调问题。

由 此 可 见 ，物 质 文 明 与 精 神 文 明

的 协 调 发 展 不 是 自 发 的 ，而 需 要 自

觉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主 张 扬 弃 资 本 主

义 文 明 ，实 现 物 质 和 精 神 生 活 的 健 康

发 展 ，彻 底 破 除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资 本

逻辑，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合

作 的 关 系 ，逐 步 建 立 起 以 实 现 每 个 人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联合体。

记者：为何说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协调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

欧阳雪梅：中 国 是 一 个 历 史 悠 久

的 文 明 古 国 ，中 华 文 明 历 来 将 人 的 精

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周

易》中就有“内文明而外柔顺”“天下文

明 ”“君子以厚德载物 ”等记载。中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将 德 行 修 养 、文 教 昌 明

与“文明 ”紧密联系在一起 ，无论选人

用 人 之 道 还 是 家 教 家 风 ，强 调 立 德 为

本、以德为先 ；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

德 治 主 张 ，一 直 是 国 家 制 度 和 国 家 治

理的鲜明特色和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总结、继承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珍 贵 遗 产 ，以 马 克 思

主义真理力量激活几千年历史的中华

文 明 ，坚 持“ 以 文 化 人 ”的 使 命 ，通 过

教育、宣传和实践养成，提高人民科学

文化素质，致力于把旧中国“变为一个

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1954 年，毛泽东同志在一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时说：“准备在几

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

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

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

伟大的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

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既建

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又“建设高度的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要特征，决定着我们建设什么样的

国家和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

“两个文明”比翼双飞

记者：“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如何

理解“两个文明”的辩证关系？

欧阳雪梅：马 克 思 说 ，“ 物 质 生 活

的 生 产 方 式 制 约 着 整 个 社 会 生 活 、政

治 生 活 和 精 神 生 活 的 过 程 ”，物 质 文

明 对 精 神 文 明 起 到 基 础 性 作 用 ，为 精

神 文 明 提 供 必 要 的 物 质 前 提 和 条

件 。 同 时 ，物 质 生 存 方 式 虽 然 是 始

因 ，但 精 神 文 明 对 物 质 文 明 具 有 反 作

用 。 精 神 文 明 能 够 为 物 质 文 明 建 设

提 供 有 力 的 思 想 指 导 、精 神 支 撑 和 智

力 支 持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影 响 物 质 文 明

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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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 有

先 进 文 化 的 积 极 引 领 ，没 有 人 民 精 神

世 界 的 极 大 丰 富 ，没 有 民 族 精 神 力 量

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

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是 物 质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均 衡 发 展 、相 互 促 进 的 结

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

同发力，才能推动中国社会整体跃升、

行稳致远。

记者：环顾当下，从个人发展到社

会 变 迁 ，物 质 生 活 的 改 善 显 得 更 加 具

体、真实可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发

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欧阳雪梅：的确，物质文明是显性

的，可以用统计数据说明，也可以直观

感受。关系思想和文化的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则承担整个社会主义社会

的精神生产，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向

度和侧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创造性地提

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

将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

纳 入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总 体 布 局 。

精神文明建设主要体现在“思想道德建

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方面。1986 年

9 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

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

针的决议》，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

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

素质。

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等

文化惠民工程，公共博物馆、公共图书

馆等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广泛开展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评选表彰全国道

德模范……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基本同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指导、精神支撑和

智力支持，激发了中国人民创新创造的

活力。

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

记者：新时代 10 年，我们如何推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哪些历史

性成就？

欧阳雪梅：习主席强调：“当高楼大

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

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只有物

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

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

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

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和重

要保证。

同 时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面 临 新 形 势

新 课 题 ，主 要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指 导 思 想

面 临 多 样 化 社 会 思 潮 的 挑 战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面 临 市 场 逐 利 性 的 挑

战 ，传 统 教 育 引 导 方 式 面 临 网 络 新 媒

体的挑战等。

新 时 代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地 位 更 加

重 要 、任 务 更 加 繁 重 。 党 中 央 准 确 把

握 世 界 范 围 内 思 想 文 化 相 互 激 荡 、我

国 社 会 思 想 观 念 深 刻 变 化 的 趋 势 ，高

度 重 视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提 出 一 系 列 新

思 想 新 观 点 新 要 求 ，作 出 一 系 列 重 要

部署，强调坚定“四个自信”，坚持以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以 培 育 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为 根 本 ，加 强 思

想 道 德 建 设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和 传 统 美 德 ，弘 扬 革 命 文 化 和 社 会 主

义 先 进 文 化 ，深 化 群 众 性 精 神 文 明 创

建活动，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全面提高

国 民 素 质 和 社 会 文 明 程 度 ，着 力 构 筑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巩固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 ，巩 固 全 党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团 结 奋 斗

的 共 同 思 想 基 础 ，为 实 现“ 两 个 一 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

神 动 力 、丰 润 道 德 滋 养 、良 好 文 化 条

件。这有力推动了“两个文明”协调发

展，青年一代更加积极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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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精神

文明建设提出哪些新的更高要求？

欧阳雪梅：党 领 导 人 民 经 过 不 懈

努 力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进 入 了

不 可 逆 转 的 历 史 进 程 。 越 是 接 近 目

标，越需要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

苦的努力，越需要增强人民力量、振奋

民族精神。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

不 是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贫 乏 也 不 是 社 会

主 义 。 丰 富 人 民 精 神 世 界 ，是 中 国 式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

中 华 文 明 ，是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的要求。

理想信念是精神世界的支柱。我

们 应 坚 持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坚 定 信 仰 、

对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坚 定 信 念 ，坚

持 不 懈 用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凝 心 铸 魂 ，广 泛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使 之 成 为 全 体 人 民

的 共 同 价 值 追 求 、日 用 而 不 觉 的 行 为

准则。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源 远 流 长 、博

大 精 深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智 慧 结 晶 。 我

们 必 须 坚 定 历 史 自 信 、文 化 自 信 ，坚

持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同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相 结 合 ，坚 持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把 中 华 民 族 的 独 特

精神标识 ，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

有 永 恒 魅 力 、具 有 当 代 价 值 的 文 化 精

神弘扬起来。

文 明 因 多 样 而 交 流 ，因 交 流 而 互

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应“立足中国、

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

类、面向未来”，创造中华新文化，也把

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

世界。

在现代化建设中，人是最活跃、最

具创造性的因素。中国式现代化的主

体是中国人民，实现人的现代化与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是相互统一的。我们应

促进全体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

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普遍提高，为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为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让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巍然耸立
—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史研究中心主任欧阳雪梅

■本报记者 佟欣雨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人类改造世

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不可能自然而然实现。

●物质文明是显性的，可以用统计数据说明，也可以直观感受。

关系思想和文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则承担整个社会主义社会

的精神生产，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和侧面。

●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丰富人民

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山堡社区依托秀美风光和红色资源，发展红色乡村旅游。图为村民在红色书吧

阅读。 新华社记者 杨 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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