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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缅怀先烈
··济宁抗战英烈谱济宁抗战英烈谱

■新华社记者 杨一苗 窦书棋

从考古遗址的文明探源，到多彩非遗的活态传承；从千
年古厝的焕然一新，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修缮保护；从新大众
文艺的生动实践，到“文化+”新业态纷纷涌现……传统与现
代共生、本土与全球对话，具有鲜明主体性的中华文化在历
史长河中积淀，融汇、生长，为新时代新征程厚植精神根基，
提供不竭滋养。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
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讲话，发人深省。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18日在墨西哥向全球发布《在世
界文化激荡中坚守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
路的精神基石》报告，指出文化主体性承载着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核，是维系民族认同和国家稳
定的关键所在，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
强的集中体现，是世界格局深刻变革中彰显文明特质的精
神坐标。

报告指出，文化主体性激活文化的生命力，在发挥引
领力、增强凝聚力、提升塑造力、扩大辐射力等方面发挥了
巨大作用，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价值。中国致力
于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共识，从“各美其美”迈向

“美美与共”，文化主体性在文化激荡中夯实不同文化交往
交流交融的精神根基，共同托举起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璀
璨明天。

在历史演进中始终体现鲜明的主体性

中华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与波澜壮阔的演
进历程。从古老的农耕文明起源，到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
合，再到对外文化交流的广泛影响，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
不断沉淀、升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的根基中，可以探寻中华文化
主体性的孕育与形成。

报告指出：“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外部压力如何胁
迫、现代化浪潮如何冲击，中华文化始终坚守主体性，以守
正创新的勇气、开放包容的态度走出一条文化自信自强之
路。”

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演进过程中，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
群星璀璨，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基
因。如龙的崇拜亘古至今，玉文化积厚流光，今天的汉字与
以商代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文字一脉相承……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
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
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主
体性一度遭到严重冲击。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守正创新中重塑和巩固
文化主体性，使古老文明在新时代既守住精神根脉，又迸发
创新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筑牢了文化
根基。

为激活文化生命力注入新动能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文化的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
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文化潜移默化塑
造人们的思想行为，激发向善向上的内生动力，使文化成为
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发挥引领力，激发强大的精神力量
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者仿佛回到那段峥嵘岁

月——英雄们饥寒交迫却依然勇往直前。在时空交错中，
一串串精神密码浸润各族儿女心田，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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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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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大地上，精神力
量已深深融入各族儿女血脉，化为共有精神家园。

中国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既追求物质富
足也追求精神富有。在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
苏州，昆曲、古琴、宋锦、缂丝……历史上造就驰名中外的苏
工、苏作，如今则催生一大批高精尖产业，造就苏州产业之
城、创新之城、开放之城的“硬实力”。

绵延千百年的习俗在“日用而不觉”间与时俱进，饱含
民族精气神的文化“润物细无声”地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相结
合，在中国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文化的引领作用日渐突显。

——增强凝聚力，筑牢共同的文化认同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断增强，必然会

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共同身份认同、爱国主
义的共同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推动所有中
华儿女凝聚成一个紧密团结、积极向上的强大共同体。

在云南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园内，
巍然矗立着一块特别的石碑——民族团结誓词碑。1951
年元旦，普洱26个民族1000多名群众举行盟誓大会，立下
誓词碑：“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
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70多年来，当地群
众牢记誓言紧跟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团结和边疆繁荣发展
贡献力量。

报告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承载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各
族同胞共通的文明认同、共享的历史记忆、共有的身份认
同、共同的奋斗历程和未来憧憬；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
中国人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不断凝聚为全体中国
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文化主体性产生强
大的向心力，让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产生高度的
认同，激发出强大的精神动能，汇聚于共同的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升塑造力，驱动高水平文化发展
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深度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

塑造着中华文化的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让华夏之美、国宝
之美重放华彩。

在贯通南北、恢弘大气的北京中轴线上，有600多年
历史的故宫博物院文物“焕新”，《千里江山图》数字艺术
展、故宫文创等系列产品，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大众触
手可及的生活美学。沿中轴线眺望，燕山脚下坐落着中
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中华文化种子基因“藏之名山、
传之后世”。

网络文学、网络视听、数字动漫、电子竞技异军突起，
“文化+”新业态纷纷涌现，实现文化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
合，文化从艺术、新闻、影视、出版等传统领域迈向创新赛
道，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不仅打破传统产业
的边界，还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扩大辐射力，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
2000多年前，古丝绸之路的开辟推进了东西方交流。

当今中国致力于把“一带一路”建设成“文明之路”，与150多
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成功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能源、税
收、环保、减灾、智库、媒体等重点领域建立30多个多边合作
机制。文明对话的价值早已超越文化交流本身，成为破解
文化隔阂、修复国际信任体系的关键纽带。

中国积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可信、可爱、可
敬的中国形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一批反映中国共产
党创新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书籍在国际上广
泛发行；中国媒体不断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
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多元化、精准化、立体式全
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闹海》等文
化艺术与科技元素完美结合的影视佳作全球播映，引发观
影热潮……

从成立孔子学院、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到连续举办25
年“欢乐春节”活动、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中国持
续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努力搭建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
之桥、文明互鉴之桥，形成了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
实践体系。

中国始终站在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视角，旗帜鲜明地
反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论调，致力于推动
文明对话，释放坚持相互尊重、力促文明交融的正能量，在

全球引发积极回响和持久“共振”，为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实
现持久和平贡献智慧和力量。

为迈向现代化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启示

受文化虚无主义、极端文化保守主义等错误思潮影响，
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转型大潮中，遭遇文明传承断裂、文化认
同危机，导致文化主体性不断削弱。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认为，发展
中国家要真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
超越和克服西方现代化的迷思，在立足于自己文化生命
体的基础上，把握好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处理好传统和现
代的关系。

报告指出：“巩固文化主体性要守正创新，既要守住本
民族的精神根脉，也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其他先进文
化。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以继承发展的态度和立场对
待本国本民族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把握文化在全球
化演进中的生成逻辑与实践价值，在认识文化发展规律的
基础上实现本土文化的现代更新。”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
切优秀成果，但在这个过程中不依附、不照抄、不隔断历史，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保持文化主体性，实现经
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探索出符合自身国
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既要迈向现代化又要保持独立自
主的全球南方国家带来重要启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

“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
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
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陶庆梅指出，后发展国
家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确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是五百年
来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以“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自己道
路的中国，其文化自信的姿态，在21世纪给寻求自身现代化
发展道路的南方国家，展现了新的发展图景。

在白俄罗斯、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茶和天下·雅集”
活动以茶会友，传递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帕特农神庙脚
下，“古都文明对话”让中国和希腊两大古老文明实现跨越
时空的互动。

“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价值，应该相互尊重、互学互
鉴。中国提出的理念契合当今国际社会推动多元共存、包
容发展的普遍共识。”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说。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巩固文化主体性，既是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道路的精神基石，也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
化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坚守中传承，于交流中创新，在全球
化的浪潮中奏响文明交流互鉴的和谐乐章，让不同文化的
光芒交相辉映，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绚丽多彩的画卷。

新华社墨西哥城7月19日电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守文化主体性
——智库报告解析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精神基石

张宾如（1905—1939.9），
原名张化恪。山东省金乡县
城郊乡（今金乡街道）张庄
人。幼年勤奋好学，乐于助
人。1924年考入山东省立第
二师范学校（曲阜二师）前期
师范班。在校长范明枢创办
的“黎明书社”影响下，阅读
《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
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
公开宣讲《共产主义 ABC》。
1928年初，他与国民党右派
学生魏毓桂、铉鑫等组织的

“学生自治会”进行坚决斗争。3月，国民党曲阜市党部
勾结曲阜县警察局逮捕张化恪等5名学生。1929年5
月，国民党山东省特别法庭判处张化恪等5人交保释放，
遣送原籍。回金乡后，先后在羊山镇小学、鱼台县南阳镇
小学、单县侯楼私立逊里小学教书，传播马列主义。
1930年8月，回曲阜二师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初，考入山东省财政讲习所，由于中共山东
省委2次遭到破坏，其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毕
业后，留山东省财政厅二科当科员。1936年4月，黎玉、
张霖之重组中共山东省委，他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并以
科员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937年12月，济南沦陷，他响应“共产党员脱下长
衫，到抗日游击队去”的号召，回到金乡，更名张宾如，增

补为县工委成员。1938年春，介绍王德裕、李雨村加入
中国共产党。5月，动员秦丹亭变卖土地21亩，购买枪支
弹药投入抗战，并多次和秦丹亭一起去羊山镇劝说国民
党四区区长孟昭敬、镇长李连璧走抗日道路。

1939年初，王须仁到金乡组建金嘉巨中心县委，对张
宾如进行无情批判，但他仍坚持不懈为党工作。3月，在城
西邵庄召开三天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
议，分赴各地落实全会关于全党必须从事组织人民抗日武
装的精神。不久，张宾如调湖边地委任秘书长。7月，调任
鱼台县委委员，兼抗日民主政府财政科科长。9月15日，
在邹县郭里集以“托匪”罪名，被王须仁拘捕，受尽酷刑，于
当夜12时被杀害。1941年11月，获平反昭雪，追认为革
命烈士。1945年春，遗骨移葬湖西革命烈士陵园。

张宾如：

学运先锋 抗战忠魂

新华全媒+
行至年中，我国民营经济交出一份稳

健有力的成绩单：民营企业数量增至5800
多万户、进出口连续21个季度同比增长、制
造业民间投资增长6.7%；从“杭州六小龙”
火爆出圈，到泡泡玛特成为创意名片，再到
第三届链博会上民营企业竞相展现各类新
品“链”动全球……统计数据和生动实践，
展现出我国民营经济量稳质升、向新而行。

良好的发展势头离不开政策保障、法
治护航。年初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释
放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
鲜明信号。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
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施
行；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接续出台，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密集出台的
政策措施激励广大民营企业抓住机遇、苦
干实干，在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中积极有为。

也要看到，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仍面临
一些困难。既有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
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也有企业自
身转型升级压力加大等。各地各部门应着
眼于解决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
把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有效落实下去，让
民营企业坚定发展信心。

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
策措施，是当前的工作重点。政策的生命
力在于执行。对政策落实过程中形成的经
验做法，应及时总结、加以推广。对执行不
力情况，要加强监督检查、纠正偏差。同时
要做到问需于企，鼓励企业就政策执行提
需求、谈建议，根据反馈进一步调整完善，
提高政策执行精准度，持续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

不断提升民营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是关键。抢抓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坚守主业，不断修炼“内功”，企业才能
不断打开发展新空间。民营企业家保持爱拼会赢的精气神，带
头创新求变，方能带领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中国经济迎难而上、稳中向好，民营企业承压奋进、活力凸
显，让我们更加坚信，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乐观光明，广大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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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7月19日电（记者 马丽娟 唐紫宸）7月20日
入伏，三伏天正式开始，“晒背”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三伏天到
底要不要晒背？怎么晒背？需要注意什么？记者采访了宁夏
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专家。

“三伏天自然界阳气鼎盛，此时晒背补阳祛寒效果极佳。”
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教授郭斌说，中医认为，背部属“阳”，督
脉与膀胱经均行于背，晒背可直接温补阳气、化解内寒，还可促
进气血循环、驱散湿冷停滞。怕冷、手脚冰凉、易腹泻的虚寒体
质者，患有关节炎、老寒腿的寒湿痹痛者，常感乏力、情绪低落
的亚健康人群，患有哮喘、鼻炎等冬季易发病及轻度维生素D
缺乏者等都适合晒背。

如何正确晒背？专家建议，场地应选在避风处，背对阳光
坐或趴，裸露背部皮肤或穿透气的薄衣，用帽子或遮阳伞保护
头面部，避免中暑及面部光老化。晒背最佳时间为上午9点前
和下午4点后，初次晒背10分钟即可，微汗即停，后面可以逐渐
增长，但一次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如果发现皮肤发红、刺痛，
就要立即停止。晒背后要及时补充温开水，2小时后再洗澡，防
止寒湿入侵。

晒背虽然有诸多好处，但有些人群并不适合。郭斌表示，
心血管疾病患者和光敏性疾病患者不建议晒背。高温会导致
心血管疾病患者血管扩张、心跳加速，易引发心脑血管意外。
对于红斑狼疮、日光性皮炎等光敏性疾病患者，紫外线会诱发
免疫反应，加重皮肤损伤。孕妇及高龄老人也不建议晒背，这
些人群体温调节能力弱，容易中暑脱水。

此外，专家提示，入伏后晒背效果最好，但并非唯一时机，
春夏阳气较旺时均可晒背，但需避开高温暴晒。

三伏天“晒背”受追捧
专家提醒这样晒更科学

7月19日，“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在新疆乌鲁
木齐武警部队某训练基地落下帷幕。这是中外参赛队员握手
交流。 ■新华社发 侯崇慧 摄

“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
射击竞赛落幕

2024年9月25日，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
自治县的民族团结园里，当地群众参观民族团结誓词碑。

■新华社记者 王静颐 摄

（上接1版B）开展廉政戏剧展演、廉洁主题文艺汇演、清官廉政
史话巡展、廉洁书画作品展等活动，让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廉
韵清风。连续三年分层次、分领域开展廉洁文化系列访谈，累计
播出70余期，受众达2万余人次，持续营造廉洁勤政浓厚氛围。

警示守廉，常敲拒腐“警示钟”。结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学习教育，将身边查处案件转化为警示教育“活”资源，建设
全县纪法警示教育流动站，拍摄《清风扬帆再起航 微山县作风
建设纪实》专题片，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纪法意识，强化作风
建设。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教，打好强化作风建设新一轮“组
合拳”，在全县范围开展“一月一主题、一月一警示”活动，通过
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组织观看专题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旁听
庭审现场等多种方式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警醒党员干部自觉
守牢底线、不碰红线，推动净化优化全县政治生态。

下一步，微山县将把清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
压实政治责任，健全工作机制，丰富形式内容，打造一批廉洁文
化精品，着力增强廉洁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感染力，持续擦
亮“儒韵清风·清廉微山”品牌。

（上接1版A）
广聚天下有识之士。吸引了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300位国际嘉宾参会，其中包括16位外国政要前政要、30
余位外国驻华使节和13位外国官员、国际组织代表，涉及了
欧洲、美洲等发达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全球南方国
家，涵盖五大洲，国际嘉宾参会比例创历届论坛之最，搭建
起各国人民心灵相通、相知相亲的桥梁纽带。

行走感知的文明课堂。论坛与“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
会议”紧密衔接，举办了“文明互鉴山东行”，引导国际嘉宾
漫步于孔府孔庙、尼山圣境，在青砖黛瓦间触摸历史、感悟

文明。嵌入式布设图书、手造精品展，现场展销书籍80余
类、文创产品330多种，吸引海外嘉宾翻阅品读、打卡留念。
来自约旦的学者米娜在体验中国马面裙时，激动地说：“To-
day is a lucky day！”

云端论坛链接全球。通过线上直播形式，让全球观众
实时参与和关注论坛的讨论。“尼山是什么”“尼山有什么”

“尼山论什么”这“尼山三问”在网络端形成热议，美通社、韩
联社、欧洲时报网等外国媒体刊发论坛消息，推出多语种视
频节目，海外浏览量超3.2亿次，尼山声音辐射至世界各
地。前中阿卫视驻华首席记者馨玥感慨：“每次听到孔子的

思想，都会觉得这是我心中的中国！”
从“和而不同”的愿景到“美美与共”的实践，尼山

论坛已举办十一届，已从区域性学术活动转变为具有
全球意义的高能级文明对话平台。它向世界诠释：真
正的现代化绝非单一文明的“独角戏”，而是多元文明
在互鉴中谱写的“交响诗”。当黄河与尼罗河的古老智
慧在尼山交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曙光从孔子诞生之
地照亮世界。

尼山不语，自有千言。 这场文明对话的山东实践，正是
中国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给出的最铿锵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