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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幸福感是新时代的新追求

增强人民群众文化幸福感是新时代党的为民初

心与使命担当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

使命，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其中包涵了新时代人民不断增长的、要求更

高的精神文化需要和有效供给不足不均衡之间的矛

盾。高度关切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诉求，努力满

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需要，体现了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庄严承诺。人民群众的

文化幸福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不忘为民初心、勇担

文化使命的最生动体现。

增强人民群众文化幸福感是新时代文化改革发

展的重要指向。一方面，我们党是人民的政党，实现

好、维护好、保障好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让最广大人

民分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增强人民文化幸福感，深

刻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

导向。另一方面，文化改革发展的成效如何最终要

由人民群众来检验。概言之，着力解决文化领域人

民群众的所需所急所盼，增强人们的文化幸福感，是

新时代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指向，也为破解文化改

革发展难题提供了群众基础和情感支撑，有利于凝

聚起最广泛的力量，为文化改革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增强人民群众文化幸福感是提振国民文化自

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条件。文化自信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征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这就要求党和

国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提振国民的文化自

信，汇聚起建设文化强国的磅礴精神力量。然而，尽

管当前文化建设生机勃勃，但是与文化强国建设的

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心期待

相比，文化发展依旧任重道远。只有当人们的需求

不断得以满足，人们产生的愉悦饱满的情绪情感才

会不断积聚发酵，从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形成强

大的精神力量。因此，增强人们精神文化上的幸福

感，是我们汇聚起近14亿中国人民向上向善的精神

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开创新局面的重

要条件。

以提供高品质文化食粮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幸

福感激

活多元供给主体，释放文化发展合力。文化产

品和服务具有的鲜明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无论何种

文化供给主体都必须承担起坚守和传播主流价值观

念的特殊使命。对于政府而言，既需要其发挥好在

国民教育、舆论宣传、制度涵化、文化传承等方面的

宏观调控和导向作用，让主流思想文化更好地滋润

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满足和引导人的精神文化

需求；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优化创

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方式，更加精准地对接人民

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同时，要坚持简政放权、重心下

移、放管结合，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与水平。

政府不是文化供给的唯一主体，面对人民日益多元

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还必须积极扶植和培育一批

面向市场、面向群众、供给效能高、服务效果好的社

以高质量文化供给
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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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注重发挥社会力量在引领良好社会风尚中

的作用。要进一步明晰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权责

关系，加强社会力量参与的监管力度，更好地使政府

和社会力量同频共振，形成最大文化供给合力，进而

激发文化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突出质量效益导向，着力打造文化精晶。实现

从“高原”向“高峰”的迈进，需要坚持“质”“量”并进，

以更多更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多方

面、高标准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加强现实题材、爱国

主义题材创作，既要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内涵，又要结合各地发展实际和地域优

势，推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内涵，积极寻找发掘全

球优质文化资源，源源不断推出效益双赢、面向大

众、面向世界的文化精品。要进一步重视互联网文

化产品供给。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

文化形态，网络文化发展也必须将质量和社会效益

作为首要考量。必须加强网络文化阵地建设，严格

监管网络传播内容，努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让健

康优质的网络文艺作品成为人们的精神补给品。要

防止和抵制文化作品内容中夹杂的历史虚无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引导文艺工作者戒除浮

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自

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

坚持把积极向上的文艺作品奉献给人民。要大力倡

树一批文化名家标杆，释放榜样力量，在全国范围内

尤其在文化领域掀起向德艺双馨大师看齐、追求高

品质文艺创作的热潮。

力促文化事业繁荣，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

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文化权益的基础工程。一方

面，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提高文化共享

水平。不断增强公共文化设施的社会服务能力，做

好文化领域“精准扶贫”，引导优质文化资源进一步

向农村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让人民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综合文

化活动馆、文化广场等带来的精神享受。另一方面，

要考虑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精神

文化需求的复杂性，让量身定制的公共文化服务覆

盖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农民工、残疾人等群

体。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重要的

是要聚焦文化产业如何做强做优的问题。首先要明

确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既要高度重视其意识

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也不能忽视其商品属性和经

济效益。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要依托博物馆、纪念

馆、图书馆等文化资源提炼各类文化元素，着力培育

以文化元素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业态和线下场景体验

式消费模式，以文创产品的匠心开发带动文化新品

牌的开创，让文化产业焕发新的活力。要紧紧抓住

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着眼文化产品和服务线上

生产传播的特点，创新连接中外的传播手段和文化

表达方式，为中华文化走出国门提供有效载体，努力

使互联网成为新时代助力人民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的“最大增量”。

优化文化体制机制供给，确保政策落地落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幸福感，既要发挥好“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的软力量，也要以有效的文化体制机

制为人民提供“硬保障”。加强文化领域体制机制建

设，就是加强顶层设计，保障公共文化事业和现代文

化产业健康发展。应加强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

文化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制定更具体的

分类化公共文化管理法规，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事业

发展的科学化水平。同时，要积极推进《文化产业促

进法》的制定和出台实施，加快构建有特色的现代企

业制度，使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

促进、网络文化传播管理等方面的现代文化产业运

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还应完善细化清朗文化市

场、支持艺术创作、引进培养文化人才、明确文化市

场主体权责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为让人民群众获得

文化幸福体验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同时，要加强

制度实施的全面监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各

项政策的有效执行，使人民群众形成并确立起实实

在在且持续稳定的文化获得感、文化幸福感和文化

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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