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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精神力量。应从考古发掘、

遗产保护、景区建设、文化传播、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着

力 ， 保 护 好 、 展 示 好 、 传 播 好 ， 宣 传 好 陕 西 历 史 文 化 遗

产，讲好陕西故事，讲好中国文化，增强三秦文明的影响

力和传播力。

博 物 馆 是 一 座 城 市 的 名 片 ， 是 历 史 积 淀 与 文 明 的 象

征。随着《陕西省“十四五”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陕

西省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相继出台，博

物馆应该在原有强基固本的基础上，找准文物延伸文化与

地 方 文 化 契 合 点 ， 提 升 文 物 研 究 与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融 合

点，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努力提升陕西文

化影响力，让“文物活起来”。如西安疫情期间核酸检测

贴纸，就是一个让百姓了解三秦文化的别出心裁的创新，

使得一个小小的贴纸，成为一个个文化传播的窗口。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健全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

动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创新交融、代代相传。加大文物和文

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让

博物馆的传统历史文化成为中小学生课堂学习的补充和延

伸，使得青少年学史明理、以史明志。推动历史文化进课

堂、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成为文化产业源源不断的

内生力量。

在对地方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宣传创新方面，河南

媒体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给全国观众呈现了一道道视觉听

觉的文化盛宴。陕西作为传统历史文化资源更具优势的大

省，应当不断思考探索历史文化传播的新路径，拓宽历史

文化传播渠道，增强历史文化传播效应，打造历史文化传

播品牌，在创新发展中推动传统历史文化聚焦时代、凝聚

民心、面向世界，立足文化优势、深挖文化潜力、打响陕

西历史文化品牌，实现传统历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

性转化。

优化文化繁荣发展环境，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推动文化发展，提升文化自信，需要守正创新，既要

传承也要发展，既要坚守也要开拓。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

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

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其 次 ， 站 在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 应 当 立 足 陕 西 省 文 化 优

势深挖文化潜力、打响文化品牌，联通市场体系和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这就需要把发掘出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现

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积极贯彻“让文物活起来”的要求，

深入阐释文化遗产及其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努

力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

品。

同时，还要推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积极构建传统历史文化和红色资源保护研究人才高

地。充分运用文化研究成果，完整准确地讲述陕西历史文

化，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要立足陕西传统历史文化，

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

好红色资源，通过让文化走进校园，让青年一代熟悉和了

解陕西历史文化、延安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西

迁精神等具有陕西特色的精神谱系，从而从根本上建立起

强大的文化自信力量。应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

华传统美德，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家庭工作“三注重”

的要求，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通过传承好家风、秉承

好家训、争做好家庭等一系列活动，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

文明素养。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等社

会活动，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在全社会弘扬

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

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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