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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4月16
日出版的第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
文化强国》。

文章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
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推
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
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文章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
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
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
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
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
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
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文化根基。

文章从5个方面对加快建设文化
强国作出部署。第一，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
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
导。必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
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实
到位，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
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
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
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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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
围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
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第二，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
造。要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
署，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
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和生产经营机制。改进文艺创作生产
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
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积极营
造良好文化生态，推动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持续迸发。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
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
能、信息化转型。

第三，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
人、落脚于人。文化强国之“强”最
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
态、文化修养上。要提升文化服务和
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
化获得感、幸福感。重视发挥文化养
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
扬奋发的精神气质。把育人才、建队
伍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建设
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
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第四，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中赓续中华文脉。高扬中华民族的

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
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
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
圣使命。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
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
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
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
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和统一监管。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体制机制。

第五，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当前，世界百年
变局加速演进，国家文化影响力竞争
也日趋激烈。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
必须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
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要推进国
际传播格局重构，构建多渠道、立体
式对外传播格局。强化用文化同世界
对话的理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
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积极主动地学
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
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
果。

文章指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
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加强党中央对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
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汇聚起文
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全文见二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新华社记者 韩梁 毛鹏飞 付敏

“中国同马来西亚是千年结好的邻
居、以心相交的朋友、合作共赢的伙
伴。”习近平主席如此评价两国间的深厚
友谊。

从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节马六甲的
历史佳话，到新时代中马人文交流的丰富
内涵，重温习近平主席讲述的中马友好故
事，聆听马来西亚朋友的心声，更加深刻
感受到中马之间“切水不断”的特殊情
谊。

友谊扎根沃土

4 月，马来西亚古城马六甲游人如
织。岭南风格的骑楼鳞次栉比，不时有穿
着娘惹服饰的中国游客走过。这里曾是郑
和驻节马六甲时设立的临时贸易站——

“官厂”所在地，也是早期华人迁居南洋
的落脚点。

郑和播撒下的和平友好种子，已在蕉
风椰雨的滋养下枝繁叶茂。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
马来西亚，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从郑和与马
六甲的佳话谈起，谈及中马友好：“抚今
追昔，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讲信修睦，致力于同马来西亚发展睦邻友
好关系。”这让马来西亚朋友深有共鸣。

在当时紧凑的访问日程中，习近平主
席专门出席马来西亚各界华侨华人欢迎
午宴，回顾华侨华人在马创业奋斗的历
史。他指出，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是中马
友谊和合作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
者。“你们到中国投资兴业，捐资助学，
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为中马关系发展牵
线搭桥。没有华侨华人的努力，就没有中
马关系今天的大好局面。”温暖的话语，
令在场的华侨华人备受鼓舞。

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廖中莱对习近平
主席12年前的访问记忆犹新。作为来自
马六甲的华人，廖中莱对中马之间源远
流长的历史情谊有着特别的感受。他
说，马来西亚华人保持着中华文化传
统，拥有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中国不
仅是我们的好邻居、好伙伴，更是值得
信赖的朋友，致力于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繁
荣。”

一代代华人，用坚韧与勤劳在马来西亚发展历程中写
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同时也成为连接中马的文化桥梁，促
进中华文化与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如今，一些马
来西亚流行歌手在中国深受喜爱，《哪吒之魔童闹海》成
为马来西亚最卖座的中文电影之一，两国间的签证便利促

成“说走就走的旅行”，携手保护文化遗
产让根脉相连的情谊更深。

马来西亚民调机构最近发布的一项
民调结果显示，马来西亚主流民意看好
中国发展，人们期待马中关系不断向前
发展。

割不断的地缘之近、人民之亲，为
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交流促进交融

漫步马来西亚吉隆坡街头，不同语
言、不同肤色、不同族裔的人们和谐相
处，拔地而起的高楼与历史悠久的唐人
街、印度街相映成趣。多元文化的交融
共生，为城市增添迷人色彩。

马来西亚有这样一所大学——它的
学生来自近50个国家，俨然一个“小联
合国”。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马来
西亚期间见证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简称“厦大马校”） 共建协议正式签
署。多年来，一批批优秀学子在这个多
元文化交融的校园里学习新知，朝气蓬
勃地走出校门、走向世界。

易欣儿是厦大马校中医学专业学
生。从《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理
论，到针灸、推拿、中药学的实践操
作，中英双语教学让她不仅能流畅阅读
中文古籍、医案，也能用英文向患者和
朋友解释中医理论。这个学期，她正在
中国厦门进行临床实习轮转。她告诉记
者自己有个梦想：“我想在马来西亚开设
中医诊所，医治病患，把中医文化在这
里发扬光大。”

厦大马校能源与化工学院教授杨惠
芬与中国院校保持着密切的科研合作，
经常带领学生前往中国研学交流。她
说：“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
团队合作中各展所长，强强联合，往往
能收获不错的效果，这种经验对未来的
研究、工作都大有裨益。”

就读人工智能专业的中国学生李琛
晔喜爱厦大马校海纳百川的校园文化氛
围。“我们学习专业知识，也相互欣
赏，学会更加包容和多元的思维方式。”

通过厦大马校平台，中马共同探索
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促进
多元文明的交流对话。厦大马校校长王

瑞芳说：“我们希望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更多跨文化
交流人才，为中马、中国同东盟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不同
国家的学生共同学习生活，彼此深入了解交流，可能结下
终生友谊。这是更深层次的民心相通。”

（下转第二版）

千
年
结
好
，
以
心
相
交

—
—

习
近
平
主
席
亲
自
推
动
中
马
友
好
结
出
累
累
硕
果

本报讯 （记者 王琼 通讯员
万纤）“嗡嗡——”在江苏科技大学
自动化专业学生李鸣鹤的宿舍里，智
能温控系统的风扇一直在运转。李鸣
鹤盯着屏幕上的温度曲线：“多亏宿
舍里的这套‘掌上实验室’，我的节
能算法终于调通了，可以实现±1℃
精度控温。”

李鸣鹤所说的“掌上实验室”，
是江苏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为学生们
准备的“宿舍实验箱”。“我们把专业
实验室浓缩成可移动的‘科创魔
盒’，搬进学生生活空间，打造出

‘24小时不打烊’的科技创新实践平
台。”自动化学院副院长陈迅介绍，
每个鞋盒大小的实验箱里配备四大套
28 小套实验器材，同时配套阶梯式
课程体系和教师指导团队。

“宿舍实验箱”主要面向二年级
学 生 ， 每 学 期 开 放 200 个 ， 采 用

“申请—使用—验收”全流程管理，宿
舍成员以团队为单位申请使用并开
展项目研究，通过学院审核验收，可
根据不同等级获得第二课堂学分。

对于智能感知工程专业学生石禹
奇来说，“宿舍实验箱”已经成为他

备战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
计竞赛的“秘密武器”。“白天练习采
集算法，晚上攻克多任务调度，两个
月就掌握了单片机开发模式。”石禹
奇告诉记者，初学定时器时，他曾因
配置错误导致系统崩盘。正是实验箱
配套的案例代码和调试手册，让他逐
步理解了“硬件触发—软件响应”的
协作机制。

“零距离”的科创实践模式极大
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热情，他们利用

“宿舍实验箱”的器材创作出一系列
作品。（下转第二版）

江苏科技大学推出“宿舍实验箱”科技创新实践平台

小小“实验箱”释放大能量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通讯
员 李文锦）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
印发 《山东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纲
要》，进一步规范地方课程设置，有
效推进地方课程建设，发挥地方教
育资源优势，实现课程育人价值，
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更好发挥
地方课程对国家课程的拓展补充作
用。

据介绍，山东省义务教育地方课
程凸显地方特色，注重跨学科整合，
强化课程内容与学生经验、社会生活
相联系，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课程具
有综合性、实践性、本土性等特点。

课程内容围绕山东省的特色文
化、自然风貌、区域经济、科技创新

4 个板块，分第一 （三至四年级）、
第二 （五至六年级）、第三 （七至八
年级） 3个学段设计内容。课程内容
有机融入国家安全、生命安全与健
康、生态文明等重大主题教育。探究
项目的设计按照学生的经验水平和认
知规律螺旋上升，可跨板块、跨主
题，一般一个学年设计6个项目，覆
盖4个板块。

山东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在三至
八年级开设，以跨学科项目探究方
式开展，每周 1 课时，每学年不超
过 30 课时，可与劳动、综合实践活
动、班团队活动和校本课程等课时
打通使用，可以分散安排，也可以
集中安排。

山东推进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建设
凸显地方特色 注重跨学科整合

4月12 日，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13 名学
前教育专业大学生走进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学成社区
开展“周末故事姐姐”特色活动，通过绘本共读、游
戏互动等形式，为孩子们送上沉浸式阅读体验。

“周末故事姐姐”来了

左图：大学生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玩主题游戏。
下图：大学生为孩子们讲绘本故事。

孙凯芳 摄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通讯员 陈化楠

“专业方向很多，如何把兴趣和
擅长结合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探索早一点、钻研深一点、尝试多一
点。”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
大赛北京市赛总决赛上，就业赛道金
奖得主、清华大学软件学院本科毕业
生刘博非讲述了自己的生涯规划经
验。从大二开始，他先后在字节跳
动、百度、腾讯等企业实习，最终选
定搜索赛道，专业上将重心放在分布
式系统、机器学习等方向上，提升自
身竞争力。就业季，他顺利拿到了字
节跳动的Offer（录用通知）。

筑梦青春志在四方，规划启航职
引未来。日前，中办、国办 《关于
加快构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高质
量 就 业 服 务 体 系 的 意 见》 明 确 要
求，强化就业指导体系，办好全国

大 学 生 职 业 规 划 大 赛 。 2024 年 10
月，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
赛启动以来，吸引了 1507 万学子报
名参赛，覆盖高校超过 2700 所。当
前省赛校赛已结束，最终高教赛道
和职教赛道共决出 750 余名选手晋
级。总决赛于 4 月 16 日—19 日在湖
南长沙举办。

“大赛举办以来，各地各高校师
生参与热情很高。大赛已成为引导毕
业生转变就业观念，提高大学生生涯
教育和就业指导水平，促进高校毕业
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抓手。”教
育部相关负责人说。

以赛促学：
突出就业育人，到祖国

需要处绽放青春

“未来，我希望加入粤港澳大湾

区气象研究院，参与中国自主气候系
统模式研发，用每一次精度提升守护
人民安全，用每一项技术突破为国家
赢得更多话语权。”在第二届全国大
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湖北省总决赛上，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信息科学
专业大二学生陈宇桐向评委阐述着自
己的初心和选择，并最终获得了成长
赛道金奖。

“近5年，在学院的引导下，有近
四成毕业生到地理信息、生态环保等
国家急需的行业领域就业，凸显了就
业育人的成效。”大赛指导教师、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
学院党委副书记熊程说，在日常工作
中，学院通过推进供需对接育人项
目、组织学生走近“国之重器”、邀
请基层校友座谈等方式，引导学生服
务国家战略，到重点领域建功立业。

（下转第二版）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今日开赛——

燃梦未来 职启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