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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昌宏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秉

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

件 ”，并 明 确 提 出“ 七 个 着

力”。“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就是其中之一。推进中国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须致力于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 音 ，向 世 界 展 示 真 实 、立

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坚定文化自信，提高传

播内容的质量和多样性。在

信息量超大、不同文化碰撞

加剧的时代，坚定文化自信，

尤应提高传播内容的质量和

多样性。其一，重视国际传播

内容的选择。应确保信息真

实准确、积极参与国际热点

话题探讨与传播，注重提供

更多具有思想性和价值观引

导作用的内容。比如主动宣

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悠久灿烂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等，让受

众得到更丰富、更多元的信

息。其二，加大海外受众市场

调研。应充分考虑目标受众

在地域、文化、价值观、兴趣

爱好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加大海外受众市

场调研，了解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状

况。其三，鼓励公众参与传播内容创作。在

信息时代，网上内容创作生产是向外界传

播观点、价值观以及文化传统的重要途

径。公众的参与尤其是民间自媒体的参

与，能够提高传播内容的多样性，丰富中

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达，有助于消除误解

和偏见，促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

重。比如知名短视频博主李子柒以“古法

风格”发布原创美食视频，向世界讲述了

真实质朴的中国故事。

秉持开放包容，拓展与海外新闻机构

的合作空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

国对外传播的需求日益增长，应积极推进

我国媒体与海外新闻机构合作，共同打造

开放、包容的国际传播环境。其一，加强中

外新闻机构沟通交流。通过举办交流会

议、研讨会、开展联合采访等形式，邀请海

外新闻机构代表来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

新闻组织和机构的活动，与其加强合作，

提升中国媒体在国际舞台上

的影响力。比如中国记协组

织“二十大后看中国·走进内

蒙古”中外记者联合采风体

验活动，向世界展示了真实

立体的中国风貌。其二，探索

多元化合作形式。比如湖南

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

友好交往关系，持续开展大

量中外文化交流项目，已连

续多年承办全球华侨华人春

节联欢晚会及“汉语桥”世界

大学生中文竞赛，组织数十

批次外媒采访活动，让海外

受众通过他们的镜头和笔触

感受湖南发展、体验中华文

化。其三，加强国际传播人才

培养。积极培养国际传播人

才，大力提升其专业水平和

跨文化交流能力，同时通过

设立奖学金、交流项目，鼓励

海外优秀新闻从业人员来华

学习工作。

坚持守正创新，利用新

媒体技术拓展传播途径。当

前，应强化新兴媒体技术的

灵活运用，有效提升对外传

播的时效性和覆盖面。一方

面，加强数字技术赋能。比如

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主

流媒体机构正积极推动数字

新技术在全球传播领域的应

用；央视网与华为、电信等知

名企业合作，引入“5G+VR”

和“5G+4K”等前沿技术，实

现了 4K 信号在海外的实时

回传直播；湖南加快建设马栏山视频文创

产业园，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视

频产业链基地和媒体融合新地标”，并通

过引入 AI修复和 AI上色技术，完成了《雷

锋》《国歌》《秋收起义》等经典红色电影的

4K 修复；杭州亚运会大量运用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裸眼 3D、互动多媒体等技术，

成为集高效组织、智能体验和信息传播于

一体的国际盛会，向全球观众展示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创新实践，带来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视觉盛宴。另一方面，发挥海外社交

平台的传播优势。Facebook、Twitter、Ins-

tagram、YouTube、Tik kok 等海外社交平

台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应争取使其成

为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载

体。多在海外社交平台常态化发布正面、

真实、有吸引力的内容，吸引更多国际用

户的关注和认同，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

影响力。

（作者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康琼 苏萌

近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

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

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

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

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新时代新征

程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要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丰

富 内 涵 和 实 践 要 求 ，充 分 发 挥 湖 南 文 源 深 、文 脉

广、文气足的优势，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加快文化强省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湖

南力量。

持续加强对湖湘文化的研究阐释

湖湘文化是湖南独特的文化根基与精神标识，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们

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立足中华文明与世界

文明的大视角，立足历史传承与现代发展的大格

局，持续加强对湖湘文化的深入系统性研究和创新

性阐释，凸显湖湘文化的现代智慧和文明价值，为

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

对湖湘文化进行系统性整理。从留住文化根

脉、守住民族魂脉的高度出发，对现有湖湘文化研

究成果进行全面收集、归纳分类、整理提炼。进一步

整理提炼湖湘文化蕴含的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敢

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坚韧不

拔的斗争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进一步分析

归纳湖湘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内在品格、价

值定位、生成逻辑；进一步阐释清楚收藏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

中的文字背后的精气神、骨血肉，不断增强湖南人

民的文化自豪感与文明向心力。

对湖湘文化进行多角度研究。立足当下国情省

情，立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立足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刻

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湖湘文化进行多角度

研究。比如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

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征出发，聚焦湖湘文

化的形成与流变、传承与发展，并从中提炼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观点、新视角、新话语、新

体系，让湖湘文化传统、湖湘文脉精髓更好服务于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更好服务于建设文化强

省。

对湖湘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着

眼于未来发展、着眼于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不

断推动湖湘文化与湖湘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制定湖湘文明赓续发展与湖湘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详细计划书、时间表与路线图，力

争在五年内推出一大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有全

国影响力的湖湘最新文明成果与最新文化标志。根

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以新思路、

新机制、新形式探索湖湘文化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的

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着力构建湖湘文化发展的新格局

湖湘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既是传统

的，也是现代的。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

增强湖湘文化的时尚性、生活性、感召力、影响力，

着力构建湖湘文化发展的新格局，让古老的湖湘文

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结合时代特点传承创新。坚持正确的文化方

向，紧跟时代步伐，将湖湘文化历史的厚重悠长与

当代湖南发展的时尚活力有机融合，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角度的精神文化需求，让

“书卷气”“历史气”与“烟火气”“网红气”相映生辉、

相得益彰。比如借助小红书、抖音等平台，推动湘

绣、滩头年画、女书、皮影戏等绚丽多彩的文化遗产

创新表达方式，使其成为各个年龄段消费者都喜欢

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形式；结合不同需求，重新编排

八拳、巫家拳等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武术项目，使

其进入中小学课间操，或进入社区助力中老年人健

身。

运用科技手段立体呈现。运用元宇宙、“互联

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立

体化呈现湖湘文明和湖湘文化。建设湖湘文化数据

库、数字博物馆、红色资源馆等数字场景精品，让湖

湘文化可触可感可爱。同时通过声音、图片、文字、

动画、影视等多种现代媒体元素讲文化、谈历史、说

故事、摆道理，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文明之美、

理论之真、信仰之坚。比如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

广播电视局、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理论片

《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就以“马孔会讲”岳麓书院

的形式，探求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真理之光。

构建时代精神培根铸魂。创制新场景、运用新

情景，将湖湘文化巧妙嵌入其中，以启智润心、培根

铸魂，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审

美观念。比如肯定青少年群体中风行的诗词热、国

学热、国风热、汉服热、文物热、雅集热等，引导他们

树立并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宣传推广“时代楷模”“湖南好人”等道德模范的

优秀事迹，引导湖南人民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为

全面推进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和

道德支撑。

不断增强湖湘文化传播力影响力

湖湘文化是湖南的，也是全国的；是民族的，也

是世界的。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多渠

道、多方位、多措施、多手段打造湖湘文化发展的地

方特色，不断增强湖湘文化的传播力、辐射力、影响

力，弘扬平等、对话、互鉴、交流、包容的文化观，努

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湖湘现代文化和湖湘

现代文明。

构建湖湘文化叙事体系。用全国和世界听得

懂 、能 理 解 、可 接 受 的 语 言 范 式 与 话 语 体 系 构 建

湖 湘 文 化 与 湖 湘 文 明 的 叙 事 体 系 ，着 力 推 出 一

批“ 网 红 作 品 ”“ 爆 款 产 品 ”“ 时 代 精 品 ”，展 现 立

体 、可 爱 、可 亲 、可 近 的 湖 南 形 象 ，让 国 内 外 民 众

愿 意 关 注 湖 南 、愿 意 到 湖 南 来 、愿 意 留 在 湖 南 、

愿 意 推 动 湖 南 的 发 展 ，从 而 不 断 提 升 湖 湘 文 化

的 话 语 权 和 影 响 力 ，充 分 展 示 湖 湘 文 化 的 智 慧

与力量。

扩大湖湘文化交流互鉴。文化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应在尊重文化多样

性基础上，通过文艺作品、影视剧、广告、体育赛事

等多种方式，加强湖湘文化与中原文化、三秦文化、

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关东文化等优秀地

域文化的交流与对话；通过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

动、举办国际展览等方式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文化

的平等交流、互鉴对话，不断汲取世界各类文明的

养分，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隔阂，丰富和发展湖湘

文化，推动湖湘文化与世界众多文化的和谐发展、

美美与共。

提升湖湘文化传播效能。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效果导向，加强对文化传播规律的研究，全面

推进湖湘文化传播理念、体例、方法、业态、手段、

体 制 的 创 新 ，培 养 一 大 批 具 备 新 闻 采 编 、摄 影 摄

像、VR 新闻创作、新媒体运营、数据分析、渠道开

发、网络直播等综合业务能力的湖南文化传播人

才队伍。推动影视传媒业融合创新发展，做强长视

频内容核心业务板块，推动文旅、投资、电影、电视

等业务板块的新型发展，对印刷、广告、会展、收藏

等传统文化产业进行提质改造。广交朋友，扩大湖

湘文化传播朋友圈，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媒体、智

库的协同作用，力争打造出更多“留得下来”的湖

湘文化精品，在新时代新征程谱写更加生动的湖

湘文化“双创”发展新篇章。

（作者分别系湖南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 授，湖南省和平文化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

和平文化基地湖南工商大学特约研究员）

杨瑞容 刘蓉

中医药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医药是

中华民族的瑰宝”，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

库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

医 药 产 业 化 、现 代 化 ，让 中 医 药 走 向 世

界”。湖南是中医药大省，近年来已形成以

中药种植业为基础、中医药工业为主体、

中药商贸业为枢纽、中医药健康服务业为

拓展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中医药事业和产

业发展快速。与此同时，湖南中医药发展

仍面临管理体制不健全、产业规模化和集

约化程度较低、新技术含量较少等突出问

题。推动湖南中医药创新性发展，应做到

以下“四个注重”。

注重坚持“中西医结合发展”方针。君

子和而不同，中医和西医都是治病救人的

“君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中医

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当前，中

西医在临床和技术层面已初步实现“联

姻”，但要达到全面、深度融合尚有一段距

离，尤其在理论方面需要开展深入研究。

这是因为中医和西医对很多具体问题的

看法存在差异。比如治疗一种疾病时中西

医方法都用了，但是各按各的“方法论”

来，有的实现了“1+1＞2”的效果，有的却

出现了“＜2”甚至“＜1”的尴尬情况。导致

中西医“结而不合”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成

熟的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缺乏理论体系

支撑的医学终究难以成为主流医学。鉴于

此，应将中西医结合医学置于深厚久远的

中医药文化背景下去理解研究，疏通其理

论脉络，进而更深刻认识中西医差异、更

有效推进中西医结合永续发展。

注重创新中医药产业化发展政策。新

中国成立后，湖南产生了九芝堂、千金药

业、汉森制药、方盛制药、天地恒一等全国

中药百强企业。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

湖南中医药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应加强

中药质量安全监管，积极研发医疗机构临

床急需、疗效确切的中药制剂，加强中医

药科室建设，创新中医药防、治、养一体化

模式；另一方面，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支

持建设国家级、省级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

床基地和中医疫病重点学科，积极争创国

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实施“名医堂”

工程，提升县（市、区）级中医医院综合能

力。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应推动大力发展

中医诊所、中医门诊和特色中医专科医

院，鼓励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医医疗服务机

构向高水平、连锁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将

中医医疗机构建设纳入区域卫生健康发

展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优化中医医

疗资源配置；积极创建国家中医医学中

心、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强化以中医药服

务为主的连锁办院模式和服务功能。

注重促进中医药产业数字化。加强全

省各地紧密合作，协同发展以现代中药产

业、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为主体的现代医

疗产业，促进中医药产业数字化。比如邵

东玉竹产业、隆回小沙江金银花产业是国

内知名的地方性中医药产业基地，应努力

发挥类似县（市、区）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

势，将其建设成中医药产业发展示范区，

进而打造国家中药材生态种植基地、现代

中药绿色制造基地、区域性中药材交易中

心和国家中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区。应通过

引进大数据服务，强化中医药产业数字化

引领，支持构建科技数据支撑有力、文化

引领强劲的中医药产业链，在种植养殖环

节夯实基础、在加工制造环节强化内引外

联、在流通领域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注重打造中医药文化标志性品牌。湖

南已形成以“炎帝文化”“药王文化”等为

名片的中医药文化地方品牌。当前，应立

足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重点发掘具有浓

郁地域特色和重要影响的中医药文化，打

造湖南中医药文化标志性品牌，以丰富文

化内涵提升中医药项目价值、以文化传承

创新为中医药产业发展注入内生动力。通

过打造湖南中医药文化标志性品牌，促进

中医药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有机结合、融

合发展，支持创建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

健康主题景区，打造精品健康旅游线路。

应鼓励中医药药膳、食疗等健康产品的研

究、开发和利用，推动中医药保健品、化妆

品、保健器械等商品的开发；推广中医药

产品，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出国门，更好为

人类健康服务。

【作者分别系长沙医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师；长沙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课题（编号：ND214514）阶段性研究成果】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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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湖南中医药创新性发展

周静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

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用情

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湖南民歌源远流长，是湖湘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湖湘人民的智慧结晶。当今数字技术

和融媒体日新月异，丰富了民歌的呈现和传播方

式。应积极把握民歌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推动湖南

民歌创新性发展，将湖南民歌唱得更响亮，用湖南

民歌彰显三湘四水新气象新风貌。

以“四水”“三山”为轴，对湖南民歌进行全面系

统的数字化整理。湖南水系发达，湘、资、沅、澧四水

孕育了一代代湖湘儿女，也诞生了众多人们耳熟能

详的湖南民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流域有

着各自代表性的民歌，比如湘江流域有生活气息浓

厚、表达人们对毛泽东主席敬仰之情的《浏阳河》，

沅江流域有抒发湖湘儿女热爱家乡之情的《八百里

洞庭是我家》，澧水流域有展现船工们战天斗地劳

动场面的《澧水船工号子》。“四水”养育了苗、瑶、

侗、白、土家、回、壮、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诞生了《马

桑树儿搭灯台》《棒棒锤在岩石上》等传统经典民

歌，在近现代涌现了《挑担茶叶上北京》《小背篓》

《山寨素描》等以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创作的民歌。此

外，湖南境内武陵-雪峰山、南岭山区、罗霄-幕阜山

区盛产山歌，比如位于雪峰山脉南段的城步县被誉

为“山歌之城”，“六月六，唱山歌”是苗族、侗族等民

族传承千年的古老风俗。各具特色的湖南民歌生动

讲述了湖湘儿女胸怀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

感人故事，让湖湘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地图上的闪亮

坐标。当前，应集合省内外民族音乐研究专家的力

量，运用现代数字化技术，全面系统收集、整理湖南

民歌，编撰集图文与音像于一体、高保真的《湖南民

歌志》，为湖南民歌跨地域传播、可持续发展打造

“数据宝库”。

以创新为要，让湖南民歌更具活力、魅力。民

歌 的 传 统 呈 现 方 式 已 难 以 满 足 现 代 人 的 审 美 需

求，应坚持与时俱进，善用新元素、新表达，让湖南

民歌更具活力魅力。比如湘籍民歌演唱家王丽达

与新生代流行歌手黄明昊合作，将传统湖南民歌

《一根竹竿容易弯》与 RAP、流行舞蹈结合，创编了

《一根竹竿 2023》，让传统民歌散发出浓郁的青春

气息，赢得众多年轻粉丝好评。近年来，湖南还涌

现 了 一 批 致 力 于 民 歌 创 作 的 作 词 家 、作 曲 家 ，为

“用湖南民歌讲好湖湘故事”注入了新动能。比如

国 家 一 级 作 曲 家 孟 勇 挖 掘 湖 南 红 色 资 源 创 作 的

《通道转兵组曲》，创新性地将具有湖湘文化特色

的侗族琵琶歌与西洋管弦乐结合起来，生动展现

了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这一重

大历史事件。

以媒体为依托，搭建湖南民歌传播平台。将湖

南民歌唱得更响亮，须依托高度发达的融媒体搭

建湖南民歌传播平台。比如长沙早在 2017 年就正

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成为

中国首座获评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称号的城市，

多年来连续举办“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

等品牌节会。可充分发挥长沙“媒体艺术之都”优

势，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地区民众尤其是青

年群体传播湖南民歌，生动展示湖南深厚的文化

底蕴，向世界讲好湖湘文化故事。同时将制作精良

的湖南民歌视频内容和节目用于主流媒体传播，

用丰富的音乐语言、多样的表现形式讲述新时代

新征程中的湖湘故事。比如在湖南卫视推出的大

型民歌竞唱节目《春天花会开》中，众多音乐人将

唱 腔 独 特 的 原 生 态 歌 声 与 时 尚 音 乐 元 素 有 机 融

合，让传统民歌成为新流行。

汇聚湘籍民歌演唱家、艺术家力量，擦亮湖南

民歌文化名片。将湖南民歌唱得更响亮、用湖南民

歌讲好湖湘故事，“讲故事的人”非常重要。在湖湘

特有的山水人文滋养下，李谷一等一批湘籍民歌演

唱家脱颖而出。当前，应进一步汇聚湘籍民歌演唱

家力量，借助他们独特的嗓音在国内外主流媒体和

演出场所用湖南民歌讲述湖湘故事。比如我国民歌

当红花旦、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雷佳在国家大剧院举

办《复兴之歌》独唱音乐会、在长沙音乐厅举办《源

远流长—寻根之旅》民族民间歌曲专场音乐会等重

要演出中，就选取了《洗菜心》《思情鬼歌》等具有浓

郁湖湘特色的民歌，讲述湘女的生活故事。与此同

时，还可以邀请易烊千玺、张艺兴、周笔畅等湘籍青

年流行歌手参与湖南民歌的传播和发展。比如，周

笔畅与李谷一联手演唱《浏阳河 2008》、张艺兴改编

创作《刘海砍樵》等，增强了湖南民歌的传播力和影

响力。

【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文为湖南省

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1C0165）和湖南省社会

科学评审委员会课题（编号XSP2023YSC075）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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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发展新机遇，将湖南民歌唱得更响亮

核心提示

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

要求的基础上，湖南应充分发挥文源

深、文脉广、文气足的优势，推动湖湘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

文化强省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贡献湖南力量。

游客在长沙杜甫江阁拍照打卡，古朴的建筑与湘江对面的现代化高楼相映成趣。（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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