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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汇聚向上的文化之力
编者按：

习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
汇聚力量，用优秀文化产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提供丰润的道德
滋养，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汇聚向上向善的文化之力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凝聚力的集
中体现。在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培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善文
化，推进社会向上向善力量的形成，是国有德而兴、人有德而立的基础。

汇聚向上的文化之力
题目即论点，简洁
凝练。

①时光如流，刻着光阴的记忆，勾连起即将过去的 2019 年。

②这一年，我们的文化时间怎样度过？
开篇提出过去的一
年我们的文化时间
怎样度过的话题。

③有的将喜欢变成了习惯。90 后姑娘孙晓婧跟“诗友”们玩飞花
令，一口气接龙到百余句，“只是单纯地遵循内心的热爱”。

④有的在坚持。一年间，民警苏唐诗揣着相机 30 多趟进故宫，“一
天、一月、一季度、一年，直到拍出古建筑的温度”。

⑤有的留有遗憾。作家双雪涛笔耕不辍，却感叹“创作数量比想
象的少，时间也比较漫长”。

⑥这是个体的感受，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填补精神需求的缝隙，同
时也身体力行地诠释文化的力量：因真挚的热爱而蓬勃向上，实现个
人价值的充能。

从个体角度论述：
个体用各自的方式
填补精神需求的缝
隙，身体力行地诠
释文化的力量。

⑦换个角度看，注脚又不一样。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吸
引无数网友自发点赞，“到电影院为新中国庆生”成为许多人不约而
同的选择；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凭借好口碑，逆袭夺得年度
票房冠军；国家博物馆开设 1 号线地铁专列，将灿烂的中华文明“搬”
进车厢……种种现象，无不反映旺盛的需求，也彰显文化的独特魅力。

从公众角度论述：
公众 文化需求 旺
盛，彰显了文化的
独特魅力。

⑧这源于一种共识。如今，从实体书店到音频听书，从影视点播
到网络直播，多元样式、多样介质，以及技术的发展，拓展了边界，
缤纷着样态。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人们更加注重文化体验的质变。

源于一种共识：人
们更注重文化体验
的质变。

⑨这体现一种改变。多元的审美体系，分层的受众群体和独特的
认知维度在形成。持续升温的“诗词热”，是国人对汉字之美、文化
之厚的重新发现；“文+旅”，在深度融合中达成“诗与远方”的交织；
互联网的深度普及，让更多人选择在短视频里“云体验”田园牧歌式
的生活。

体现一种改变：分
层的受众群体和独
特的认知维度得以
形成。

⑩这些力量，汇聚出一组蓬勃向上的数据：2018 年，全国文化事
业费达 928.33 亿元，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9257 亿元；从 1949 年到 2018 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数量从 55 个增长
至 3176 个，博物馆数量从 21 个增长至 4918 个……飞速发展的中国，
精神层面的供给也呈现倍数级增长，继续激励和鼓舞每一个奔跑追梦
的人。

飞速发展的中国，
精神层面的供应也
激增，持续鼓舞每
一个追梦人。

⑪“时间永远分叉，通向无数的未来。”感谢文化之力，让我们
在走向自己所期待的未来时，多了自信、坚定，以及憧憬。

照应题目，感恩期
待。

来源：人民网 作者：尔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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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警语】
多元的审美体系，分层的受众群体和独特的认知维度在形成。持续升温的“诗词热”，是

国人对汉字之美、文化之厚的重新发现；“文+旅”，在深度融合中达成“诗与远方”的交织；
互联网的深度普及，让更多人选择在短视频里“云体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按照下列例子，仿写三句话，要求格式准确、语义恰当。

例：持续升温的“诗词热”，是国人对汉字之美、文化之厚的重新发现。
（1）
（2）
（3）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结合本文内容，请你谈一谈你对题目《汇聚向上的文化之力》的含义的理解，不少于 30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南郸城第三高级中学 钱露露）

【相关链接】
坚定文化自信 构筑强大中国力量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发挥文
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建设具有影响力、凝聚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文化和国家治理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魂，也是国家治理的魂，在国家
治理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对文化与国家治理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保
证。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强大
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就是因为它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
护。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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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能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以文化方面的制度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不能只挂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上。公报中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
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一言以蔽之，坚定文化自信，牢
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才能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
识、汇聚力量，用优秀文化产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提供丰润的
道德滋养，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以文化自信提升治理效能，把精神力量淬炼成治理资源，
我们就能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来源：人民网 作者：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