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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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

全局，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指引宣传思想

文化事业在举旗定向、正本清源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新气象、迈向新

征程。

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
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燕山脚下，国风浩荡，文脉不绝。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中轴线

北延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考察。

走进国家书房，总书记的目光望向顶部中央藻井内的

星空穹顶。穹顶上，宋代石刻天文图展现古人智慧，星汉

灿烂、浩渺深邃；书房内，15组巨型书柜陈列近3万册新中

国精品出版物，思想的星空蔚为大观。

文明生生不息，思想与时俱进。

次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文化建设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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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的8月，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语重心长：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

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

人继续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

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

清醒冷静的叩问，贯穿着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远虑

深谋。

这是全新历史坐标下的重大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应当如何凝

心铸魂、高举旗帜？

这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时代呼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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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攀登

新的思想高峰，应当如何总结经验、把握规律？

这是赓续历史文脉的高度自觉：没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

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应当如何主动作为、再谱华章？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

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紧扣时代脉搏，围绕中心工作，突出问题导向，宣传思

想文化领域气象日新。

正本清源，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

领导——

2013年11月，北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在这一正式开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大幕的重要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席话振聋发

聩：

“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

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

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

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

随着经济科技快速发展和社会格局深刻调整，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

舆论环境。

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习近平总

书记一锤定音：“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

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两度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建设具有强大

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

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

传阵地，必须姓党”；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要求“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

要到哪儿去”；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

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牢牢

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

习近平总书记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了认识迷雾，校正了工作导向。

方向明，则思路清。一项项针对性举措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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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实施办法，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各级党委（党组）的责任；坚决反击各种歪曲丑化亵渎英雄烈士

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制定出台英烈保护法；重拳整治网络生态乱象，建立中央、省、市三级网

信管理工作体系；制定第一部关于宣传工作的基础性、主干性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

条例》，以刚性的法规制度为全党开展宣传工作提供有力指导和支撑……

立破并举、激浊扬清，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意识形态领

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守正开新，鲜明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

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021年7月1日，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

记话语铿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

思主义！”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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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5至10年时间，旅游业总

收入达到万亿级规模”，这是《吉林省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中确

定的清晰目标。

谋定而动，笃行致远。

近年来，吉林旅游坚持高质量发

展之路，朝着既定目标稳步提升，交

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高潮迭起，产业发展势头十足

这个黄金周假期，省内旅游迎

来火爆场面。重点景区备受瞩目，

美丽乡村游人如织，热门目的地的

休闲度假酒店、民宿保持着较高入

住率。

今年以来，全省旅游市场热度一

浪高过一浪。强劲势头背后，是驰而

不息的坚定步伐。

近年来，我省忠实践行“两山”理

念，加快建设冰雪、避暑双产业，持续

强化“清爽吉林·22℃的夏天”和“温

暖相约·冬季到吉林来玩雪”双品牌，

坚持全域开发、全季挖潜、全链融合，

高质量发展旅游业。

虽然遭受疫情冲击，但我省并未

中断对产品和项目的深度开发，积极

开展对外营销推广活动，为快速启动

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打造“冬奥在北京，体验在吉

林”知名品牌，到持续做好后冬奥时

代“冰雪+”文章，我省持续壮大冰雪

经济，省内主要滑雪场接待人次连续

多年稳居全国前列；

满足消费新需求，打造文旅消费

新场景，梅河口用时17天建设的东

北不夜城一炮而红，火爆至今；

绿水青山赋能，完善产品体系，

举办首届吉林省乡村旅游节，进一步

擦亮避暑休闲品牌。

为加强产业扶持力度，省文化和

旅游厅出台相关举措，激发文旅市场

活力；在线举办旅游直播技能“双百”

培训，助力从业者转型突围。“过去3

年，我们坚守文旅一线，不断为队伍

充电，研究新产品。”省旅游协会副会

长崔源玉说。

春节过后，我省抢抓时机，迅速

启动系统性营销宣传活动，出台“引

客入吉”和文旅项目招商政策，为产

业发展增人气、强底气。

今年春季，全省旅游项目集中开

工。截至8月底，已开复工项目187

个，完成年计划投资近80%，同比增

长近47%，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项

目布局更趋优化，大小轻重体量互

补，支撑起产业发展空间新格局。

创新赋能，新旅游引领新消费

今年以来，延边旅游格外火爆。

在延边大学对面的网红弹幕墙前拍

照打卡，在特色餐馆享用一顿啤酒烧

烤配冷面，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变身

朝鲜族“在逃公主”，在防川感受“一

眼望三国”的惊艳……

数据显示，上半年，延边接待国

内游客 1062.7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2.2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68.81

亿元，同比增长388.03%。

浓厚的朝鲜族民俗氛围，便捷的

交通条件，都为延边旅游出圈奠定了

基础。此外，马蜂窝目的地研究院院

长孙云蕾认为，延边的旅游产品和业

态，满足了从观光游时代走向休闲度

假时代的80后、90后的需求。

创新驱动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作为“六新产业”之一的

新旅游，正在加速转换发展动能，创

新发展路径。

文旅消费新需求，催生了一批新

产品和新场景——

长春电影嘉年华在东北地区首

创电影主题沉浸式文化创意街区，从

今年4月至今，游客接待量达80万人

次；

“这有山”不断升级内容，增加萌

宠种类，拓展夜间消费空间，引入网

红玩法，吸引年轻人打卡。

“旅游＋”新业态新模式，激发了

消费增长新动力新活力——

主打“旅游+工业”的“驾红旗车

游吉林”活动，自2018年起已成功举

办多次；

2023吉林省露营生活节倡导精

致露营概念，借助丰富的活动，融入

体育、音乐、研学等多种体验；

省内各大滑雪场积极探索四季

运营模式，丰富产品供给。在万科松

花湖度假区，为丰富度假项目配套的

西扩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中，旨在打造

全季全链条旅游产品。

全省旅游业在供需两端同步发

力，加速产品迭代，创新消费场景，不

断提升文旅产业附加价值和增值效

益。 （下转第二版）

无 边 好 景 今 朝 更 新
——我省打造万亿级旅游产业综述

本报记者 徐慕旗

排队！爆满！营业额翻番！

节日和假期是观察市场的窗

口。横跨九月和十月的中秋国庆假

期长达8天，为持续稳定的消费市场

添了新热度。

商务部重点流通企业监测系统

数据显示，“双节”期间，我省被重点

监测的195户商贸企业销售额同比增

长6.6%，较2019年同期增长15%。

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我

省服务零售日均消费规模同比增

长 91%，跨省游客在吉林的旅游和

餐饮消费同比去年增长 898%和

382%。

“金九银十”消费热，热从何来？

假日期间，我们走进人头攒动的商

场、热度攀升的景区、摩肩接踵的步

行街叩问答案。

供给“点火”——
广泛建设新消费设施

供给“有效”，顾客“报到”。持续

优化消费供给，充分释放消费需求，

拉动了经济内循环，让消费对于经济

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显现。

从“山野露营”到“4D观影”，从

“后备厢市集”到“新店打卡”，从沉浸

式演绎到“城市漫游”……新消费设

施的广泛建设，稳稳承接了吉林人日

益增长的消费新需求。

新需求创造了新动力，更释放出

巨大的吸引力。携程10月6日发布

《中秋国庆旅游总结报告》中显示，目

的地为吉林省的整体旅游订单量同

比去年增长219%。其中，跨省订单

占比超过6成，跨省游订单量同比增

长230%。庞大数据的背后，是白山

松水间每一座城、每一家企业、每一

名从业者的努力。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

进处处长陈会泽告诉记者，中秋节、

国庆节假日期间，省商务厅精准投放

消费券奖补资金，统筹指导各地区持

续开展多形式、多业态、多层次消费

促进活动，并鼓励企业推出首发首

秀，力求将“双节”期间消费抓紧、抓

实、抓出成效。

居然之家长春世界里购物中心

总经理刘刚告诉记者，“双节”期间，

企业举办了太空巡游主题活动，在室

内开展了太空航空员IP展，并在居

然世界里举办了长春市高新区首届

汽车文化节，近30家车企、200余款

车型集中亮相。多重促销举措的共

同作用下，企业的营业额节节攀升。

政策“添薪”——
接力打造新消费热点

对于经营主体来说，好的政策是

“指挥棒”，引领着消费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有力有效促消费政策的出台，

印证了这一点。

汽车、家居等行业消费涉及领域

多、消费链条长、带动力强，在稳增长和

扩消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省商务厅

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1-8月份，我省

限上汽车类商品实现零售额411.94亿

元，同比增长27.8%；家具类商品同比

增长31.3%；家电类、石油类商品分别

同比增长3.3%和1.3%，大宗消费运行

总体比较平稳，对拉动消费增长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延续好势头，今年9月，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消费的若干

措施》，围绕房地产、汽车、文旅、体育等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提出5方

面23条政策措施，为“金九银十”消费

旺季添上一把政策的“柴火”。

苏宁易购地区管理中心公共事

务总经理王晓超告诉记者，苏宁牢牢

抓住吉林省内“金九银十”的市场机

遇、政策机遇，全省92家门店进行联

动，开展了以旧换新进社区、家电下

乡、发票抽奖等活动。

企业有行动，政策有“互动”。陈会

泽表示，目前，省商务厅正支持中国银

联吉林分公司发放1000万元的绿色智

能“家电下乡”专项消费券。同时，利用

各大电子产品品牌商集中发布新款机

型契机，组织电子产品经销企业开展线

上线下让利促销，掀起全省新一轮电子

产品消费热潮。 （下转第二版）

“金九银十”消费热，热从何来？
本报记者 陶连飞

本报讯（记者王耀辉）金色稻谷

千重浪，又是一年丰收时。眼下，梅

河口市42.3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各

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

在杏岭镇京吉农机化生产专业

合作社的水稻收割现场，一派繁忙

的丰收景象，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

为水稻收割按下“快进键”。伴随着

此起彼伏的轰鸣声，11台大型水稻

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金灿灿的稻

田里来回作业，收割、脱粒、碎秆还

田一气呵成。

“今年是个丰收年，合作社种植

了1500亩水稻，主要品种以稻花香

和中科发5号为主。”京吉农机化生

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金新说。

丰产增收，离不开良田、良种和

良法。今年，京吉农机化生产专业合

作社的水稻生产精选品种、科学育

秧、专业除虫，加上天公作美，光温条

件适宜，对水稻的生长十分有利。在

科学精细的田间管理下，色泽金黄、

颗粒饱满的稻穗铺满田野，张金新喜

上眉梢。

“合作社今年的经济效益非常可

观，每小亩同比2022年多收入100元

左右，农机具大规模收割提高了作业

率，减少人工成本，收益也随之增

加。”张金新说。

“今年梅河口市水稻种植面积

42.3万亩，且气象条件有利，雨水均

匀，水稻生长期间气温偏高，完全满足

水稻生长需求，水稻长势好于往年。

全市水稻总产量预计达到5亿斤，比

去年增长3.5%。各乡镇于9月中旬开

始收割，10月18日左右收割结束。”梅

河口市农业农村局班淑菊说。

梅河口：稻浪滚滚收割忙

“双节”假期，吉林市推出十大主题60余场专题促销活动，掀起消费新热潮。图为吉林市某商场的店庆活动引来大量顾客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 李婷 张添奥 摄

假日旅游亮点多 志愿服务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