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

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古往今来，一

个大国的发展进程，往往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

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

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项“形于中”而“发于外”的重

大战略任务。我们既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夯实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也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着眼扩大中华文化影响，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

事，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推动文

化繁荣发展，动力在改革，出路在改革。要把握文化创作生产

传播特点，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推

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形成有

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发展改革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以完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为重点，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深入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均等化水平。推动文化产业加快发展，以健全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为重点，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

合理流动；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运用云计

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科技成果，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在物

质上要强大起来，在精神上也要强大起来。中国精神就是中

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

弘扬这一精神，就是要始终发扬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

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

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

辛勤劳作、发明创造，始终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始终团结一

心、同舟共济，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推动我国不断向前发

展，走在世界前列。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只要始终发扬中

国精神，振奋起全民族的精气神，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辉煌

的人间奇迹，就一定能够创造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

传播中国价值。当代中国价值，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成功走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

文化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

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贯穿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要把中

国梦的宣传和阐释与当代中国价值紧密结合起来，从哲理、历

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深入阐释中国梦，不要空喊口号，

不能庸俗化。要注重从历史层面、国家层面、个人层面、全球

层面等方面说清楚、讲明白，使中国梦成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

的生动载体。

凝聚中国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

实践主体。中国力量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以及与港澳同

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大团结的力量。中国人民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

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中国

人民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不断革除各方面体制弊端，充分显示了制度保障的强大力

量；中国人民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空

前高涨，充分显示了13亿多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和真正英雄推

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落后就要挨

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现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

西强我弱，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这表明我

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要着力推进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

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

提出中国主张。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国外不同受众

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

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

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

召力、公信力。提高讲好故事的能力，着重讲好中国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

事，展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形

象，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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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政府与中农钾肥有限公司3月24日在老挝首

都万象签署“亚钾国际智慧型循环工业园”项目备忘录。

据悉，该工业园划分为钾肥工业园、非钾工业园和亚

钾小镇三部分，预计总投资规模43.1亿美元。钾肥工业

园依托当地钾盐矿资源，提速发展钾肥产业；非钾工业园

则利用钾盐矿伴生资源和老挝的煤矿及铝土矿等资源，

通过招商引资拓展资源利用产业链、供应链；亚钾小镇将

促进老挝城镇化，吸引投资者和人才集聚老挝创业。

老挝计划投资部副部长坎占表示，老挝政府全力支

持并将共同推动工业园项目建设，打造样板工程，为老

挝经济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中农钾肥执行董事、总经理佟永恒表示，项目投入

运营后，预计每年将为老挝带来约3.2亿美元财政收入，

带动当地就业3万至5万人，为老挝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重要支撑。 来源：中国网

老挝政府与中农钾肥
签署工业园项目备忘录

3月26日8点22分，东航MU721航班从上海虹桥
机场顺利启程飞往香港，成为上海虹桥机场国际、港澳
台航线复航的首个航班，标志着上海虹桥机场国际、港
澳台航线“重启”。 来源：新华网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谢里夫近日在巴南部信德省

塔尔地区举行的塔尔煤田一

区块煤电一体化项目投产仪

式上表示，中巴经济走廊项

目成果正在巴绽放光彩。

夏巴兹就中国对建设中

巴经济走廊项目给予的大力

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该

项目电站产生的电力将被输

送到巴基斯坦各地，为巴经济

发展注入力量、带来繁荣。

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

致辞时高度赞赏巴中高水平

务实合作，称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对助推巴工业化腾飞具

有重大意义。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临时代办庞春雪表示，今年

既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10周年，也是“一带一路”

重要先行先试项目——中巴

经济走廊启动 10 周年。走

廊为巴工业化、现代化和互

联互通奠定了良好基础。

该煤电一体化项目负责

人孟东海向记者表示，项目

顺利投产将有助于降低巴电

费，提供更稳定电力，同时缓

解巴能源进口之急。

塔尔煤田一区块煤电一

体化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框

架下的能源合作重点项目，

由上海电气集团自主开发、

建设、运营。项目于2019 年

开工建设，包括年产量 780

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及一座

拥有两台660兆瓦高参数超

临界火力发电机组的燃煤电

站。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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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上午，在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智慧指挥中心，屏幕

上的原油产量数据不断上升，触达25亿吨时，现场爆发掌声

和欢呼。截至当日，我国陆上最大油田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

油突破25亿吨，占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36%。

大庆油田于 1960 年启动开发建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

下，仅用3年多时间就生产原油1166.2万吨，改变了我国石油

工业的发展布局，让中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1976 年至

2002年，大庆油田实现原油5000万吨以上连续27年高产稳

产，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2003年至今，大

庆油田年产油气当量始终保持在4000万吨以上，持续发挥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标杆作用。

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大庆油田坚持“应用一代、研发一

代、储备一代”的科技创新理念，探索出领先世界的陆相砂岩

油田开发技术。截至目前已累计取得科技成果1.1万多项，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3项，建

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三次采油生产基地。

据介绍，为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大庆油田努力构建稳油

增气、内外并举、多能互补、绿色发展新格局。天然气年产量迈

上55亿立方米新台阶，实现连续12年稳定增长；积极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以特色开发技术为引领拓展海外高端市场，先后

进入50多个国家和地区；聚焦“双碳”目标，全面启动“大庆油

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示范基地”建设，规划建设千万千瓦级

“风光气储氢一体化”示范基地，启动百万吨级CCUS（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全产业链示范工程建设。 来源：人民网

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突破二十五亿吨
油田开发技术世界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