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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回大地，出圈的

哈 尔 滨 冰 雪 旅 游 热 刚 刚 散

去，甘肃天水文旅又将热流

量接棒，文旅市场始终保持

着“火热”态势。近年来的

文旅热，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不断推动着文化和旅游

的深度融合发展，也让我们

看 到 文 化 和 经 济 的 交 融 互

动、融合发展，描绘着以文

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美好蓝

图。文化在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怎

样 推 动 文 旅 市 场 良 性 、 健

康、持久发展？如何进一步

深 化 文 化 和 经 济 的 交 融 互

动？本报记者就文化赋能高

质量发展相关话题专访全国

政协委员、中央党校 （国家

行政学院） 教授韩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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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要冲，
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
化交流的地区。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各民族，始终扎根中华文明
沃土，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创造了
灿烂多姿的历史文化，其中就包
括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一定要重视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
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近
年来，新疆文物工作者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
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
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的工作要求，不断强化文物工作
的实证史证作用和宣传教育功
能，一批考古研究成果引人注
目，一批珍贵文物得到妥善保
存，博物馆展览展示推陈出新，
文物活化利用不断推进，文化润
疆深入人心，文物安全形势持续
向好。

新疆的文物资源不仅种类繁
多、数量庞大，而且历史跨度
长、文化内涵丰富。从新石器时
代的石器、陶器，到汉唐时期的
丝绸、陶瓷，再到近现代的民族
服饰、工艺品，都见证了新疆各
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交往交流交
融。这些文物不仅是新疆历史文
化源远流长的见证，更是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特征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
明交流互鉴。”如今，中华文化
的国际传播环境正在经历叙事格
局和传播场景的转变，从这一层
面而言，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新
疆的独特魅力，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新疆故事？用新疆文物展示
几千年来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印记，便是其中行之有
效的一条途径。

当下世界各国对人文交流抱
以更多期待，国际线上平台结合
国际线下交流会，给人们带来更
丰富的认知体验和传播机遇。互
联网自媒体短剧 《逃出大英博
物馆》 将落脚点落于流失海外
的中国文物，在拟人化的对话
环境中展示国家文物实力与经
典收藏，在跨文化格局中讲好
中国故事，同时借微视角窥见
大格局、用小故事细说大道
理、在动情处生发真共鸣，拓
宽了互联网自媒体短剧的选题
及叙事格局。2018年“秦始皇
和兵马俑”展在英国利物浦举
行，61万多人的参观人数创该
馆历史新高，“兵马俑”多次参
加国际展览，主动加强与境外
主流媒体、海外华文媒体和国
际友城媒体的交流合作，采用
联合采访、合作拍片、共办活
动等方式，广泛传播“兵马
俑”的形象，着力打造“兵马
俑”的国际传播品牌，展现了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做好全球视野下的新疆文
物传播，对于让世界更好了解
新疆各民族几千年来广泛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具有重要意
义。在我看来，通过综合运用
多种传播手段，加强与国际社
会的交流与合作，新疆文物的
独特价值和文化内涵将得到更
广泛的传播和认可，这不仅有
助于提升新疆的国际形象，还
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
理解，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文物讲好
新时代新疆故事，还需要强化国
际合作、拓宽传播渠道，将新疆
文物的传播与国际接轨，加强与
国际博物馆、文化机构的合作，
共同举办文物展览、研讨会等活
动，让新疆文物走向世界。例

如，故宫博物院与新疆博物馆合作
举办的“新疆历史文物展”，吸引
了众多国内外观众，使新疆文物在
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创新的传播
方式，如虚拟现实 （VR）、增强现
实 （AR） 等技术则为新疆文物的
展示和传播提供全新的可能。比如
新疆文物有部分为历史遗迹，如交
河故城，我曾多次到此地调研，建
议在交河故城引入 VR可穿戴设备
及场景复原，可以让游客有更好的
沉浸式体验。通过运用这些技术，
观众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文物的魅
力，增强对新疆文化的认知。同时
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历
史故事和文化内涵，还要深入挖掘
文物背后的故事，增强其传播深
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
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
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
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
未来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考古中国”项目取得的系列重要
成果，为讲述中华文明起源和阐释
中华文明连续性不断提供着新支
撑、新素材。当考古成果转化成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新热
点时，如何做好全球视野下新疆文
物传播策略的构建，对于讲好新时
代新疆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新疆
至关重要。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新疆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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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孜尔石窟外景

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汇聚磅礴力量

学术家园：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写入“新质生产力”，提出大力
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您谈到，新质生产力是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其核心内
涵是可持续发展。在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推动可持续发展中，文化起到
怎样的作用？

韩保江：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文化起到重要作用。在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
对基本矛盾中，我们将文化归属于生
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对生
产力发展、经济发展产生很强的反作
用。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文化作为最
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对新质生
产力具有赋能、加持作用。因此，在
思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任务时，
一定要考虑文化这一变量，以为新质
生产力发展营造更好的文化环境、提
供更持久的文化力量。比如从观念上
引导民众科学认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性，通过舆论宣传对社会预期、相关
问题的紧迫性必要性的认识等予以正
向引导，进而形成一些社会共识，为
全社会聚精会神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汇聚磅礴力量。

由此可见，文化与新质生产力是
相互促进的。新时代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也为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目
标和要求，即文化建设除了遵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外，还要做
好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生产力包
括新质生产力发展这篇大文章。

学术家园：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如何深入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发展？

韩保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发展”主要是相对于人的现代
化而言。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人如何
实现更好的发展？人的发展一定是以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的。想要
做到精神富足，且不堕入物质主义、
拜金主义的陷阱，很显然要加强对人
的文化引领或者精神教育，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最终实现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的相协调发展。我国人口占
世界总人口的19%，土地资源只占世

界土地资源的7%，土地资源相对人口
规模来说是稀缺的，因此不管如何发
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更高效率，物质
供给和人们的物质需求总会存在一定
差距。将人们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
引至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来，不
仅关乎中国的现实发展，更关乎中华
民族的永续发展。

让文化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基
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学术家园：2023 年文旅市场强势
复苏，不久前的春节文旅热也为今年
消费市场带来了良好开局，显示了我
国经济的勃勃生机和强大能量。请您
从文化赋能经济的角度，谈谈如何看
待近年来的文旅热？

韩保江：文化赋能经济，一种是

文化直接赋能经济，一种是文化间接
赋能经济。

文化直接赋能经济，就是直接推
进文化产业自身发展。随着物质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需
求越来越多，可以通过生产相应的满
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产品，推动文
化产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比如近年
来电影票房始终保持高位，电影市场
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文化需求越
来越丰富，文化市场越来越火热，必
然刺激大量文化产业，促进文化经营
主体像雨后春笋般快速涌现成长。而
文化产业的产值直接作为国内生产总
值一部分，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现
在来看，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文化
产业特别是影视产业的产值，在其国
内生产总值中都占有相当高的比重。
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对经济发展产
生直接效应，还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形
成、舆论阵地的争取、话语权的占
有，包括民族精神、价值观的塑造产
生深远影响。

文化间接赋能经济，和过去常说
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有异曲同
工之处。文化往往更具历史传承性，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些新现
象，通过聚集人力资源、资金资源、
企业家资源等，进而为经济发展提供
最基本的资本，为推动经济由隐性优
势变成显性优势起到催化媒介的作
用，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文化
动力。

这种直接赋能与间接赋能，推动
文化产业和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一种内
在的因果关系，从而让文化为经济发
展提供动能，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基本
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此外，文化和
经济深度融合，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
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展示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正能量。通过这种正能
量，可以引起世界对这种文化环境下
经济发展道路的认同，从而也为世界
经济繁荣注入全新的动力。

学术家园：市场需求是经济增长
的重要动力。文旅热让文旅产业拉动
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充分显现。在您
看来，推动文旅市场良性、健康、持
久发展，推动文旅产业成为重要经济
增长点，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韩保江：首先，各级政府要重
视。文化产业往往投资周期相对较
长，投资量也相对较大，见效时间不
如直接投在经济建设上那样直接明
显。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具备高瞻远瞩
的能力，加大对文化产业、文化事业
的投入培育力度。比如深挖5000年中
华文明史所蕴含的丰厚资源，包括古
老街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非遗的
保护传承，都需要政府敢于花钱、愿
意花钱。

其次，企业要参与。文艺工作者
擅长文艺创作，但往往不懂经营，不
擅长通过厘清理好资本与文化之间的
关系，以形成现实供给。这就需要有
对文化感兴趣的企业家的参与。美国
好莱坞电影的兴盛实际上就有资本力
量的支撑。当然，我们需要规范与引
导文化投资人，使他们不是急功近利
地投资庸俗、低俗、媚俗的文艺作
品，而是专注于投资对社会具有正面
感召作用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因此培养真正懂
政治、懂文化的企业家十分有必要。

第三，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工
作者要振奋精神。作为文化作品的直

接生产者，如何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作
为指引，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
品，尤其是跟时代、跟新的产业革命
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相结合的文化产
品，不仅对文化产品本身发展有益，
而且还与新质生产力、经济发展产生
互相促进的作用。

推动文旅市场良性、健康、持久
发展，就要通过多方协作，真正打造
出文化品牌。为什么有些经典老电影
我们百看不厌？就是因为文化品牌所
产生的文化信用。文化品牌亮了，文
化产品就是真亮；文化品牌弄砸了，
实际上比一般产品弄砸的破坏性更
大。因此要树立文化品牌意识，让这
些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品牌，
真正感动国人，继而感动世界，进而
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

推进文化和经济的高度融合

学术家园：文旅热也让我们从某
种程度上看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化和经济的交融
互动、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
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
在前面。”如何看待文化和经济的交融
互动关系？如何看待习近平经济思想
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

韩保江：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经
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应该是文化和经济

的高度融合。很显然我们要朝着这个
方向努力，推动文化和经济做到内在
相融，不是套装进去的板块式结合，
而是水乳交融式结合，这是我们将来
实现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一种最佳状
态。

这样的状态，在我看来，也恰恰
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
都极力倡导的。习近平经济思想植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沃土。比
如我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民
本经济思想，《尚书》 中记载“民为
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所谈“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治国理
政 首 先 将 民 众 放 在 重 要 位 置 ， 与
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一脉相承。还有传统文化经典中谈
到的“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通过这样一种文化观念
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与商业
道德，强调道德和经济之间的良性互
动，而不是将西方社会所提倡弱肉强
食的丛林法则扩大化。我们强调竞
争，但同时强调合作，竞争与合作相
辅相成，对外亲诚惠容，对内童叟
无欺。

以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保江

本报记者 张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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