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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让人民享

受到更加充分的文化权益。陕西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中

十分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的问题，将关注农村、

偏远地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上议事日程，指出要“重视基

层特别是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认真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

封建迷信、虐待老人、遗弃女婴、聚众赌博等问题，使农

村的社会风气有新的改观”（90页）。省第十次党代会指

出“大力开展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组织开展科教、文体、

法律、卫生进社区活动。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倡导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145页）。其中将人民享有健康的精

神文化生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进行深入探

讨，将文化惠民、文化服务对象瞄准基层群众，文化服务

公益性特点更加明显。

四 是 营 造 优 质 文 化 环 境 。 优 质 的 文 化 环 境 能 为 满 足

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保障。省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争取

到一九八五年基本上做到市有博物馆，县有图书馆、文化

馆 和 体 育 场 ， 乡 （ 公 社 ） 有 文 化 站 ， 厂 有 俱 乐 部 ” （ 2 2

页 ） ， 侧 重 通 过 改 善 硬 件 基 础 设 施 ， 满 足 人 们 的 兴 趣 爱

好，陶冶道德情操，增进文化素养。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

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重点要抓好“八大工程”，认真实施

四项“软件工程”和四项“硬件工程”，除完善硬件设施

外，也强调教育、文艺、理论、出版、精神文明建设等软

件建设（88页）。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强调“始终坚持正确

导向，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积极营造良好舆论

氛围”（168页），侧重发挥舆论作用。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指出“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扩大广播电视村村

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等覆盖面，健全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和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长效

机制”（190页），体现了要发挥文化惠民作用，有利于提

高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指出“加快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碑

林 博 物 馆 等 改 扩 建 ， 继 续 改 造 完 善 图 书 馆 、 文 化 馆 等 设

施”，⑦进一步提升基层文化惠民工程覆盖面和实效性。

五 是 打 造 丰 富 文 化 产 品 。 随 着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的 积 极

推进，精神产品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历次

省党代会都提出要创作优质的文化产品，多出精品。省第

六次党代会提出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实际的生活

中去，创作出更多的具有时代风貌和富有感染力的作品”

（ 2 2 页 ） 。 省 第 九 次 党 代 会 指 出 “ 文 艺 工 作 要 坚 持 为 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实施精品战略，引导作

家、艺术家积极创作富有时代精神和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

品”（117页）。可见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推进，省党代会侧

重强调文化产品要接地气，要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

品。省第十次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都鲜明提出要创作有陕

西特色的精品力作，省第十次党代会侧重要实施“精品战

略”，创作出更多既有浓郁地方特色又有鲜明时代特征，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145页）。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侧重要加大文艺创作生产扶持引导力度，

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气派、陕西特色的优秀文化产品，打造

“文学陕军”“西部影视”“秦腔戏曲”等特色品牌（190

页），这都充分体现对发展陕西地域文化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文化发展路径不断拓展，布局科

学定位日益明确，既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又注重文

化事业和产业发展，既强化公民道德建设，又坚守文化为

民初心，始终从省情出发，脚踏实地推进文化建设，体现

对文化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入。

文化建设演进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九次省党代会报告文本中关于文

化建设的梳理，总体反映了四十多年来陕西文化建设的演

进过程，呈现三个基本特点。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理 论 来 源 于 实 践 ， 同 时 又 反 过 来 指 导 实 践 。 纵 观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历 次 省 党 代 会 报 告 中 关 于 文 化 建 设 的 理 论 ， 一 方

面 ， 体 现 了 对 历 届 党 的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报 告 中 文 化 建 设 相

关 路 线 、 方 针 、 政 策 的 学 习 贯 彻 ， 而 这 些 路 线 、 方 针 、

政策无不蕴含着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最新思考和最新理论成

果，这些理论成果都来自于党的丰富实践。如党的十二大

首次界定精神文明内涵，正是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长

期“左”倾错误的痛定思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

都要硬”的提出，也是因为二者发展出现失衡现象。文化

建设的地位不断上升和思路逐步厘清，更是源于世纪之交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加剧的客观需

要。另一方面，也包含着陕西对全省文化建设事业发展的

实践思考和理论总结。省第十次、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

多次强调“体现陕西特点、陕西特色”等，尤其在文化发

展中，科学定位陕西省为文化大省，要求致力于挖掘丰富

的文化资源，推动全省文化建设更快更好发展。

2、继承传统，开拓创新

文化的根脉藏于历史中，继承历史文化中的营养与智

慧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文 化 创 新 就 是 不 断 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精 神 生 活 需

要。从历次省党代会看文化建设，呈现出继承基础上不断

创新的特点。如文化建设布局就始终牢牢把握坚持意识形

态的红线，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但又与时俱进，结

合实际运用创新理论成果。再如历届省党代会都以“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作为凝聚精神力量的主

线，但逐步将中观层面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微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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