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7日 星期四 编辑 周本林 版式 周本林 校对 陈乐要闻02

本报记者 胡建伟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
行动的指南，奋进新征程离不开
先进思想的引领。

今年十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会议召开，正式提出了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
指南。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我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开启崭新篇章。

近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市
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在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探索新经验，
为担当“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重大使命，建设“强富美
高”新镇江、推动“镇江很有前途”
跑进现实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持续加强思想理论武装

市委高度重视理论学习教
育，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

市委常委会带头深化理论学
习，带头落实“第一议题”制度。
今年以来已举办 12 场市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全覆盖巡学
旁听各市、区党（工）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会。

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组建“明理·‘镇’行”理
论普及联盟，开展“贯彻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宣讲活动 2000
余场，并成立镇江市总体国家安
全观宣讲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宣讲团等宣讲团队，分众化宣
讲党的创新理论。

做优《镇江日报》理论版，建好
用好“学习强国”镇江学习平台和

《网尚讲“理”》网宣平台，举办“学
习达人赛”等学习宣讲活动，党员
干部冬训多次获省优秀组织奖，连
续两年获评江苏“学习达人”挑战
赛优秀组织奖，“‘新农人’镇村行”
冬训项目获省委宣传部正式立项，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

组织专家学者编写完成《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通俗
读物口袋书》《党的二十大精神学
习手账》，拍摄制作《乡村振兴面面
观》等5部教学片，以“理”包形式赠
送广大基层党员，通俗化阐释党的
创新理论，受到基层党员欢迎。

充分发挥江苏省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
心江苏大学理论研究基地和句容
市实践调研基地，以及党校、在镇
高校、社科研究机构、新型智库等
作用，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
果。《“戴庄经验”及其可推广性研
究》调研课题获得省政府社科优
秀成果一等奖，社科工作整体水
平位居全省第一方阵。

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今年央视“开学第一课”大篇

幅聚焦我市现代化农业发展，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和全国人
大代表、“新农人”魏巧受邀为全
国学生授课。主题教育期间，我
市相关经验做法也先后登上人民
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重要
媒体平台。

近年来，全市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镇江很
有前途”的谆谆嘱托，唱响主旋
律，凝聚正能量，为奋力谱写“强
富美高”新镇江现代化建设新篇
章营造了浓厚舆论氛围。

正面宣传有声势，统筹内宣
外宣、网上网下——

精心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党百年等重大主题宣传，弘
扬爱党爱国主旋律。

今年在市主流媒体开设“新
时代新征程新伟业”“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走在前列——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重
要讲话精神”等专题专栏，做好主
题教育和“强信心”等重大主题宣
传。联合中央、省级媒体与市县
媒体联动开展“高质量发展调研
行”主题采访活动，推出专题报
道、短视频等新闻产品近百件，在
更高平台展示镇江高质量发展故
事。

广泛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等
群众性主题宣教活动，做到月度
全覆盖、地区全覆盖、受众全覆
盖。主办“砥砺奋进的镇江”3D
网上主题展览，上线当天浏览量
破万；“镇江很有前途”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大型图片展，线
上线下吸引12万人次参观。

通过举办承办“春风又绿江
南岸”市外媒体见面会、海外华文
媒体看镇江、Show Jiangsu——外
媒摄影记者江苏行等活动，不断
强化与境内外主流媒体的良性合
作，“借梯登高”讲好镇江故事。
举办“坚决扛起走在前、做示范的
镇江使命，奋力谱写‘强富美高’
新镇江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平台
已成为联通政情民意的桥梁纽
带。借助江苏发展大会镇江行、
碳达峰碳中和 2023 金山峰会等
推出一批精彩报道，有力展示镇
江新形象。

深化赛珍珠文化品牌建设，
举办“三方四国”赛珍珠国际学术
研讨。围绕海外青少年群体开展
首届“增华阁”海外华裔青少年写
作大赛、海外华裔菁英青少年大
运河文化体验活动、“寻根之旅”
主题研学活动。第五届国际道教
论坛成功举办，获得中央统战部
和省委高度认可。

稳步推进镇江报业传媒集团
和镇江文广集团媒体融合，推动
丹阳、句容、扬中、丹徒 4 家县级
融媒体中心提质增效，丹阳融媒
体中心被中宣部列为全国试点。

不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

“哐哐，居民们请注意，社区
平安锣提醒大家：关好门窗防火
防盗……”一声声居民们十分熟
悉的锣声在润州区金山街道银山
门社区纵横交错的深巷里回响。
这一声声“平安锣”一敲就是 36

年，“小铜锣”敲出了“大平安”。
市委始终将精神文明建设作

为龙头工程抓紧抓好，市委常委
会每季度研究，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定期督查推进文
明创建工作。

树牢“真创建、真解决问题、
群众真满意”工作理念，创新实施
文明镇江“思想引领提升、城乡环
境整治、公共秩序改善、美好家园
升级”四大行动计划、12个重点项
目。

广泛开展“文明进万家”群众
性创建活动，“讲文明树新风”公
益广告宣传成为全国试点。坚持
创建惠民利民，培育“烟火气 文
明风”工作品牌，打造大八叉巷、
永安路、三茅宫、纬五路等文明街
巷。深入实施乡风文明提升工
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建设实现全覆盖，推动文明实践
工作同乡村振兴、基层党建、社会
治理贯通融合。组织开展“点亮
星夜”“温暖秋冬”文明实践主题
活动。

深 化“ 大 爱 镇 江 ”品 牌 建
设——

完善先进典型选树挖掘、培
育、推荐、宣传、学习、礼遇 6个工
作机制，实现典型选树工作的制
度化、长效化。培育选树赵亚夫、
糜林、王华等一批全国全省重大
典型，类型全省最全、数量居全省
前茅。每年选树市级学雷锋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50个，累计有11个
典型入选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100”。大爱镇江年度人物
评选树起了城市精神丰碑。

建成“中国价值”主题公园、
好人一条街等一批宣传阵地，不
断营造崇德向善浓厚氛围。

大力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
务制度化，出台《镇江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组织开展“大爱镇江
爱之行”志愿服务专项行动。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深化“养正学堂”工作品牌，《“八
礼四仪”养成教育课程》入选全省
中小学社会实践基地特色课程。
开展“开学第一课”、“童”字系列
活动，持续加强文明校园创建，拓
展“小橘灯”志愿服务，引导广大
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争当拥有“四个自信”的好少
年。

举办学雷锋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展示交流会、学雷锋志愿服务
集中行动，广泛开展学雷锋主题
宣讲、故事分享、经验交流、志愿
集市，弘扬志愿文化，讲好镇江新
时代雷锋故事。

全市注册志愿者人数超 65
万，占常住人口的20.19%。

繁荣发展文艺事业

今年仲夏时节，获田汉戏剧
奖、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丹剧《凤
先生》在江苏大剧院上演，一句句
语言音调柔和、曲调朴实优美、具
有清新抒情色彩的丹剧唱词，赢
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以文化人，润物无声。我市
打造的“文化名人厚植镇江”行动
计划，先后推出吕凤子文化主题
日活动，包括丹剧《凤先生》公演、

“凤鸣高冈”——吕凤子的艺术教
育人生展等；推出赛珍珠主题系
列活动，将曾获第 28届上海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并在全球多个
国家和地区巡演近 50 场的舞剧

《春江花月夜·赛珍珠》重新打磨
升级为 2.0 版本《大地·珍珠》，邀
请了近 30位外籍舞蹈家加盟，是
近年来省内外籍演员参与最多的
文艺作品之一，以及首发《中国赛
珍珠论集:赛珍珠与中国小说》英
文版等；举办“寻根故里·君归有
期”张君秋文化周活动，落成张君
秋大剧院、纪念馆，举行揭幕仪式
暨开台演出、张氏后人寻访祖宅、

《百年巨匠》纪录片拍摄、京剧公
益知识讲座等。

2020 年的央视中秋晚会，一
曲来自我市的《归乡》勾起了广大
游子的思乡情绪，听得人如痴如
醉；由我市制作的城市微纪录片

《归乡》，几日内新华社点击量就
破三百万。

音乐剧《九九艳阳天》获省
“五个一工程”奖，在保利旗下全
国院线巡演场场爆满；扬剧《花旦
当家》获省文华大奖，主演龚莉莉
摘得戏剧梅花奖；扬剧《完节堂
1937》参加国家公祭日展演；大型
锡剧《太平洲上》全本登上央视戏
曲频道。

文化惠民品牌更加响亮——
“感谢小剧场！让我们能在

家门口看上戏。”不久前，镇江高
新区蒋乔街道“清曲社”小剧场
上，《沙家浜》《珍珠塔》等一个个
经典曲目轮番上演，赢得了社区
居民们的热烈掌声与喝彩。

我市深入推动“乡村（社区）
文艺播种计划”，足迹遍布 610余
个乡村、社区，开展志愿服务8000
余场，项目获评省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创新成果、“四力”教育先进
案例等。

公共文化服务持续优化——
全力打造“文化金山”“书画

之城”城市名片，将“金山文化艺
术·国际旅游节”“米芾国际青少
年书法大赛”传播到世界舞台。
创成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率先在全省出台公共文化场
馆服务规范，村（社区）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建成率全省第一，实施

“戏曲进校园·百校百场演出计
划”，深入推进小剧场建设工作，
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
活动，城市文化软实力全面增强。

书香镇江建设蓬勃开展——
近日，市民李长森来到位于

如意江南的“面包联盟”面包店买
东西，被店里“文心书坊”书架上
陈列的书本吸引，抽出一本《77人
的“78天”》看了一章，索性又点了
一杯咖啡坐下细细品读。作为
2023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文
心书坊”已建成 20 个，为浓厚全
社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氛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阅读使人充实、进步和快
乐。我市聘请央视主持人沙晨为
镇江全民阅读推广大使，创成中
华诗词之市，获评第二批江苏省
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深化“文化
荣光 书香镇江”系列阅读活动，
全面加强农家书屋等基层阅读设
施建设，居民综合阅读率位于全

省前列。

稳步发展文化产业

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在镇
江经开区心湖公园一场长江·泡
泡岛音乐与艺术节“嗨翻”全场，
两天时间吸引了全国 6万乐迷齐
聚镇江。

近年来，我市有力推进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

出台《镇江市提升文化产业
竞 争 力 行 动 计 划（2022—2025
年）》《镇江市推进国家文化数字
化战略的实施方案》《镇江市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举办全市文化企业发展
大会，认定发布镇江民营文化企
业 10强，一批文化企业入选第四
届江苏民营文化企业 30 强以及
第四批、第五批江苏省重点文化
科技企业，镇江市醋文化博物馆
入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西
津渡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京口区
大禹山创意新社区先后入选江苏
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句容市、润
州区入选江苏省文化和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西津渡等入选
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全市
共有 33 家文化企业上市挂牌。

《全域新“夜”态的“西津密码”》入
选首批 100 个“长三角人文经济
典型案例”。

有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大

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
立市长江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镇江分
院等智库平台，在全国率先成立
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志愿者联盟
并入选 30 个全省大运河文化带
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创新案例，
江河交汇·京口瓜洲（镇江扬州）
千年运口保护展示项目入选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规划重点项目库。
复兴世界公认的时间最早、历史
最长的民间救生组织——“京口
救生会”，成为国际救捞文化教育
基地、江苏省水上搜寻救助示范
基地。编纂出版《中国古代长江
救生源流考》，填补了我国古代长
江水上救生历史文化研究的空
白。连续举办大运河文化论坛，
精心举办长江国际音乐节，制作
纪录片《流淌千年润古今——大
运河科技之光》在央视网播出。

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
动网信、文旅融合发展，出台《金
山文化人才计划实施办法》，分层
分级分类建立人才梯队，完善宣
传文化人才引育平台，文化人才
队伍建设得到新的加强。

文化“软实力”成为发展“硬
支撑”。2022 年全市文化产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达 5.3%，位居全
省第一方阵，连续 9 年成为城市
支柱产业。

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沿流一
万家。站在新起点，全市宣传思想
文化战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担当实干、奋楫争先，勇于担负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探
索新经验”的重大任务，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镇江力量。

高举思想旗帜 勇担使命任务
——我市不断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