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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明市融媒体中心关于表彰明市融媒体中心关于表彰明市融媒体中心关于表彰202320232023年度年度年度

新闻通联工作先进集体新闻通联工作先进集体新闻通联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先进个人先进个人的决定的决定的决定
各县（市、区）融媒体中心：

2023年，三明市融媒体中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
工作的重要论述，着力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聚焦大发展，在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引导
服务基层群众方面发挥了主流舆论阵地作用。这些成绩的取
得，离不开各县（市、区）融媒体中心的大力配合和倾力支持。

为进一步做好全市新闻通联工作，经中心研究决定：授予
永安市融媒体中心等11个单位“2023年度新闻通联工作先进
集体”称号；授予黄柳青等22位同志“2023年度新闻通联工作
先进个人”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在新的一年里，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正创新、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全媒

体平台优势，不断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努力
讲好三明故事，传播好三明声音，为深化拓展“三争”行动，推
动“四领一促”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明市融媒体中心
2024年6月24日

●三明牧科饲料有限公司遗
失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3
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427MA2Y4U6DXD，声明作
废。

●三元区焦溪地块征迁工作
领导小组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三明
市三元支行开立的临时机构临时
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
号 ：L3950000124301，账 号 ：
13830101040032585，声明作废。

●三明市三元区国道205线改
线工程指挥部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三明兴元支行开立的临时机构临
时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
号 ：L3950000129201，账 号 ：

13831001040009394，声明作废。
●余先腾、陈梅凤遗失儿子余

鸿彬的出生医学证明一本，出生日
期：2011年11月18日，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O350008838，声明作废。

●廖道忠、邹应香遗失儿子邹
丞益的出生医学证明一本，出生日
期：2020年10月16日，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T350666902，声明作废。

●林洲、朱美玲遗失女儿朱欣
怡的出生医学证明一本，出生日
期：2021 年 1 月 11 日，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W350104340，声明作废。

●纪圣亨遗失残疾证（精神贰
级 ） 一 本 ，残 疾 证 号 码 ：
35042619941011553762，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2023年度新闻通联工作先进集体（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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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新闻通联工作先进个人（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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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版 作为党的历史上第
一部关于宣传工作的主干性、基础
性法规，这份重要文件的出台，标
志着宣传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成风化人，汇聚起同心筑梦的
磅礴力量——

2018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

一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
中华大地落地开花，凝聚群众、引导
群众，让党的好声音传遍千家万户。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
族有希望。

从制定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等，推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到
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动理想
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从弘扬以
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到推动出台英雄烈士
保护法、爱国主义教育法，建立健
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
化建设，更好构筑起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

人民至上，满足新时
代美好生活新需求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
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不能在市
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
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
艺就没有生命力。”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深刻阐述
和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
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
重大问题，为新时代文化发展指明
前进方向。

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共中央关
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
见》《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
意见》等出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更加鲜明，文化产品创作生
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更加完善。

响应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
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登
高原、攀高峰，新时代中国文艺格
局一新、境界一新、气象一新——
电影 《长津湖》、长篇小说 《主
角》、电视剧《山海情》、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等一批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的文化精品不断涌现，我国
成为图书、电视剧、动漫等领域生
产大国，电影市场规模屡创纪录。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精神
文化的需求从“有没有、缺不缺”
跃升为“好不好、精不精”。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
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时代问卷，精彩作答。坚持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文化领域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现代文化产业
体系、市场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不断健全，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
强人们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促进
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一方面，着眼于宏观制度构
建，《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意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出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持续推进，人民群众基本文
化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另一方面，着眼于落细落小落
实，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精
准匹配文化供给内容和供给方式，
推动文化服务更接地气。

目前，我国覆盖城乡的六级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日益完善，建成公
共图书馆超3300个，乡镇影院银幕
超过 1.2 万块，近 20 万家农家书屋
提供数字阅读服务。所有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美术馆、综合文化站和
90%以上博物馆免费开放。浙江“农
村文化礼堂”、江西“农家书屋+电
商”、湖南“门前十小”……各地创新
实践点燃百姓“文化乡情”。

2022 年 10 月，“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写进党的二十大报
告。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实现
中华文化全景呈现，激发全民族文
化自豪感、自信心。

从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智慧
广电、智慧图书馆、智慧博物馆等
建设深入推进，到数字文化与影
视、旅行等社会场景融合互嵌；从
云展览、云旅游等线上文化消费不
断丰富，到网络文学、视频、直播
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数字文化服务
能力大大提升，数字文化产业成为
激发消费潜力“新引擎”。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规模
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
收 入 129515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8.2%。文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增强，
文娱休闲行业快速恢复，文化新业
态行业带动效应明显。

守正创新，提升中华
文明感召力影响力

北京中轴线北延，燕山脚下，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坐落于
此，中华文化种子基因“藏之名
山、传之后世”。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专
程来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
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如
何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绵延赓
续，让古老的智慧丰盈当代文化建
设，是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必
答题”。

主持以考古、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等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到孔庙、敦煌莫高窟等历史文化遗产
地考察，就文物、考古、非遗等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着力
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
系，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工作，推动中华文化焕发
新的时代光彩。

体制机制不断筑牢——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
件形式推动延续中华文脉、传承中
华文化基因；确立“保护第一、加
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
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
针；《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关于加强文物
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
等出台，为保护文化遗产构筑有力
制度保障。

文脉传承弦歌不辍——
从召开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到深入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开展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到高标准推进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从建设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版本
馆、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考古博
物馆，到重大文化工程 《复兴文
库》、“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出版
……文化传承发展全面推进，铺展
恢宏图景，激荡复兴气象。

古老文明开拓创新——
2017年金秋，党的十九大通过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写入党的根本大法。

从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打造文物保护利用改革“试验
田”；到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让文
化遗产走进普通人生活；再到深入
推进文旅融合，不断丰富旅游的文

化内涵……赓续五千余年不断的中
华文脉开枝散叶、绵延勃发，更好
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

新的文化自觉，助推收藏在博
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
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
鉴而丰富。

“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
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
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海纳
百川的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
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各国文明的
养分，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更好推动
中华文化走出去，推动各国文明在

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
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
话语权；提出并积极践行全球文明
倡议，成功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良渚论坛、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
会等……立足五千余年中华文明，
依托我国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新
时代中国形象更加可信可爱可敬。

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
大。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
引，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
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绚丽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