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去感受 用灵魂去碰撞
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畅谈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收获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 3月 4日

下午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

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
会时的重要讲话，在上海文化

界引发热烈反响，总书记提出
的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

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

明德引领风尚等创作要求，为
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行

的方向。
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

专职副主席尤存表示，培根
铸魂不仅是一个历史命题，

也是一个时代担当，更是文
化自信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根，就是根本，根深则叶茂。

根深才能站得稳阵脚，经得
起风雨，才不至于头重脚轻

根底浅，才会长成“好大一
棵树”。魂，则是根植于中华

文化沃土上所彰显的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基因的

传承，风尚的引领，是人间

正道的坚守，也是服务人民
的情怀。要把目前正在开展

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四力”教育实践工作与培

根铸魂的使命结合起来。脚
之力在于扎根，眼之力在于

洞察，脑之力在明道，笔之
力在于书魂。

正在电影《攀登者》拍
摄现场的上影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任仲伦表示，总书记的话

给文艺创作者们带来了新的鼓舞、
新的方向和新的信心。“以精品力作

奉献人民”是上影很多优秀艺术家
的创作传统，去年被评选为改革先

锋的谢晋导演就是这样一位杰出代
表。真正的优秀作品，是人们精神的

一种升华，也是能够体现人性的真

善美，表达我们时代的精

神。“在今年庆祝新中国成
立七十周年，也是上影成立

七十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
我们还是要为人民创作，以

人民为中心，拿出一批优秀
的作品。《攀登者》这部表现

中国登山队勇攀珠峰的电

影，不仅表达了运动员的家
国情怀和英雄气概，同时也

展现了人性的真善美。我们
将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

号召，多拍精品力作，奉献给
广大人民。”

经典剧目焕发新姿，新
编剧目守正创新，人才梯队

固本培新，美育传播新益求
新，昨天下午，上海昆剧团

在海上梨园发布了 2019年
演出季。上海戏曲艺术中心

党委书记、上海昆剧团团长
谷好好在发布会上与大家

分享了感受：“当时我在家
里看电视新闻，听到习总书

记的讲话里提到文艺界，我
竖起耳朵赶紧好好学习。这

是很难得的，听到习总书记
长时间、多面地、具体地对

文艺的发展进行指导，我很
兴奋，我好骄傲。我作为一

个文化工作者———无论是
演员还是管理者，我觉得很

幸运，能在这个时代做一名

文化工作者，很幸福，很自

豪。”谷好好表示，这几年，我们感受

到文化自信带来的对艺术尊重和鼓
舞，我们应以更好的作品、更好的演

出和更好的精神面貌去实现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

挥上海码头源头的优势，全力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建设。

本报记者 朱光 孙佳音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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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在座各位

委员，向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向广大政协委员，

致以诚挚的问候。”
“感谢总书记！”

掌声热烈，笑语盈盈。北京友谊
宾馆友谊宫聚英厅留下这样一个感

人的场景。

3月 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专程来到这里，看望参加全国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

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
聚英厅内灯光璀璨，100 多名

委员济济一堂。许多委员早早来到
会场。

“知道习近平总书记要来看望
大家，特别激动和振奋，这几天我也

一直在认真准备发言，弘扬好中国
文化、中国精神。”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长王春法委员说。
15 时，习近平总书记步入会

场。委员们纷纷起立，热烈的掌声响
彻大厅。总书记面带微笑，和委员们

热情握手。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两会期间都
会来到全国政协委员中间，看望大

家，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对委员们说，这

些年在和委员接触交流的过程中，
听到了许多真知灼见，得到了很多

启发，受益匪浅，很多建议都在中央

的决策中采纳了。
“脱离了人民的艺术作品不可

能被人民接受和喜爱”；
“要认真研究、总结提炼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
近 2个小时的联组会上，气氛

真挚热烈。8位委员踊跃发言，谈文
艺攀登新高峰，话创作收获新成果，

论传承是艺术发展的基础，讲法治
是国家的根基，言简意赅，直奔主

题，积极建言献策。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听取大家发

言，不时点头表示赞许。
“8位同志的意见十分中肯，都

是肺腑之言。”在大家发言后，习近
平总书记说，有关部门要对委员们

的建议高度重视、认真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首先回顾了过去

一年我国取得的成就，并对近年来
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肯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文
艺事业、哲学社会科学事业。2014

年和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主
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鼓励广大文艺
工作者“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

秀作品”，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界“结
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纲举目

张，气象万千。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广大文艺工

作者创作出一大批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广大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努力成为先进思想
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

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
支持者。

百花竞放，硕果累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年来，文

化文艺界、哲学社会科学界紧紧围
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明方向、正
导向，转作风、树新风，出精品、育

人才，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
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更加巩固，为人民创
作的导向更加鲜明，文化文艺创作

生产质量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取得了显

著成绩。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进

一步做好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提出“四个坚持”的要求：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

“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

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
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

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

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
代明德。”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习
近平总书记希望大家深刻反映 70

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
读新中国 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

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
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

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
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

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委

员们的发言也给予了有针对性的回
应———

谈到增强“四力”是文艺创作的
基础，他说：“文艺创新要下功夫，要

积累，要靠细节打动人，真实、感人
的细节需要我们去挖掘。你们讲到

的电视剧《海棠依旧》就有许多很真
实、很感人的细节。”

有些委员在发言中指出“一些
学者还存在盲目崇洋、完全照搬”

“当前的文艺工作一些方面仍存在
不足”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
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

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
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源泉。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践
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

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

民、歌唱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

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
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

写进群众心坎里。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结束时，全

场响起热烈掌声。离开会场时，委员
们围拢过来和总书记握手道别，依

依不舍⋯⋯
“总书记今天的重要讲话全面系

统、特别接地气。”王春法委员表示。
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陈力委员

难掩激动的心情：“总书记讲话中提
到了重视红色基因，特别令人振奋，

我们要多拍摄这方面的重大题材，
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出的方向走

下去，讴歌这个时代的真善美。”
“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我们文

艺工作者今后创作思路和努力的方
向。我一定要创作出人民喜欢的作

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队队长
冯远征委员说。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张晓松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5日电）

———习近平看望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侧记

为时代画像 为时代立传 为时代明德

    本报北京今日电 （特派记者

江跃中 方翔）“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
艺术界、社会科学界联组会时强

调，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
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对此我们

深受启发和鼓舞！”前昨两天，全

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纷纷
畅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收

获与体会，表示要把总书记的期
望、嘱托和要求带到基层、带给

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好
的作品，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不辱时代赋予的使命。

努力打造 “上海文化” 品牌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芭
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说，作为文艺

工作者，如果自己不去了解、不
去深挖、不去采风，就创作不出

好的作品。她认为，文艺创作一
定要走进实践深处，要用心去感

受，要用灵魂去碰撞，与时代同

步伐。“现在原创特别难，特别
是对我们芭蕾舞来说，但是做好

一部红色经典的作品，就可能对
这个时代产生非常好的作用，值

得去努力，就像我们的《白毛女》
一样。”她表示，接下来要好好学

习、认真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努力打造“上海文化”品

牌，与长三角文艺工作者合作，
共同创作出反映江南文化的优秀

作品。

文艺一定要扎根于人民

“人民创造了历史，文化艺
术扎根人民才有生命力。红色文

化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创造
的，是中国革命文化的精神标

识，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接地气、
反映真实生活，红色基因一定不

能变。”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上
海歌剧院艺术总监魏松说，总书

记自从在 2014 年文艺工作座谈
会讲话之后，时隔 5年再次对我

们文艺工作者作出了重要指示，
也肯定了 5年来文艺战线取得的

成就，但对我们也提出了非常高

的要求。

魏松说，我们文艺从创作到
演出一定要扎根于人民，一定要

以人民为主。“好的作品给人
民，人民也会热爱你。今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我们
要在文艺创作上更好地传承红色

基因，将其与海派文化密切结合

起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作
品，向祖国和人民献礼。”

“无论对我们的艺术创作，

还是艺术教育，总书记的讲话都
非常有指导性。”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说，他
对“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

绘人民、歌唱人民”这句话印象
深刻。“我们的文艺创作一定要

反映我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一定要扎根于人民，要为人民歌

唱，为人民创作。”

对外来文化要有鉴别力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
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义和表示，总书

记说，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
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

要的地位。这一对文化文艺、社
会科学高度评价的话，每读一遍

都让人感到振奋。“总书记将培根
铸魂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要

坚定文化自信，建立自己的话语体

系，要对外来的文化有鉴别能力，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社科研究坚持“四个自信”

“总书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指明

了方向。”全国人大代表、上海
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说，做中国

的社会科学，还有个立场观点问
题。“中国是个开放的国家，不

同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其中一

些精华，能够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实践结合起来的，我们要

积极吸取，但是要特别强调我们
自身的理论观点，理论的自主

性、独创性。”
张兆安说，要把坚持“四个

自信”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
的重要遵循，只有这样，研究的

立场才会更准确，研究的观点才
更符合中国实际，理论研究的精

华成果也能更好为整个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