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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

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

论断，深刻阐释、高度总结了“两个结

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

上坚定的自我，有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的坚定与自觉。依靠文化主体性，中国

人民意气风发，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信心百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两个结合”巩固了中华民族
的文化主体性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每一种文明

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

求。只有深刻理解气韵独特的文化传

承，才能读懂中华文明的与众不同；只

有准确把握独一无二的历史轨迹，才能

理解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

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植根于 5000多
年的文化沃土——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

立命的基础。

2022年 5月 27日，在聚焦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

近平总书记纵论古今，强调“在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

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

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因为不同，所以无从复制，所以独树

一帜。从横平竖直的汉字中、从孔孟老

庄的思想中，从经史子集的典范中……

我们不断领悟到，中华民族是有独特品

格的民族，中华文明是自有体系的文明。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

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华民族

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道路，注定了

中国的问题产生于中国的土壤，只能由

中国人解决，只有中国人能解决。

“两个结合”巩固了有着深厚根基

的文化主体性——

中华文化传承至今，如何继续发扬

光大？如何巩固其主体性？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对“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予以

生动论述：

“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

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

于两个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

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

思考深邃，真理昭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两

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根本途径。

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

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

党带领亿万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

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

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

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也正是通过“两个结

合”建立起来的。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

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

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

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月 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

出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当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文明主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对文化在历史

进步中的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以对文

化的精神特质和历史传承的正确把握，

以对文化复兴和文明进步的不懈追求，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

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

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

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

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

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

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创立的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

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文化主体性使中华民族傲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内蒙古

巴彦淖尔考察。

在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仔细察看沙盘展示。

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天下黄

河为何唯富一套？答案就在于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遵循自然规

律、善用自然之力。习近平总书记感慨

于灌渠建设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古老智

慧，指出“一个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条件，再一个是几千年勤劳勇敢的

中国人民的创造，非常可贵”。

一种文化要具有穿越时空的引领

力、凝聚力、辐射力，必须要有其主体

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

托。如果没有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认可，

就难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千年

传承的浩然之气；如果没有自力更生的

强大信心，就没有在选定的道路上走下

去的坚定决心。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正

是因为文化的主体性引领一代代中国

人民自立自强、奋发有为。

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才有精

神上的独立自主——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中华

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深

厚底蕴，我们带领人民走的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

自信。唯有精神上独立自主，一个民族才

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有了文化主体性，开辟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才有坚实基础——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

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华大地锦

绣河山，滋养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

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在5000多年

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有了文化主体性，才能有引领时代

的强大文化力量——

2月7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研讨班开班式。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

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

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

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

情的鲜明特色。”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

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

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

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

形态。它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

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

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5000多年不间断的历史长河中，积

淀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党领导人

民的百年奋斗中，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拥有

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

巩固文化主体性，努力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杭州城北、良渚港畔，国家版本馆

杭州分馆“文润阁”，与良渚博物院、良

渚古城遗址公园等一道，逐渐形成一条

“良渚文化大走廊”。

一小时车程外，杭州钱塘元宇宙新

天地产业园拔地而起，引进培育大批面

向未来的科创企业。

文化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当代中

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只有坚持从

历史中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

开拓前进，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做

好今天的事业，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巩固文化主体性，继续深入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一群“80后”

艺术家将话剧《苏东坡》打造成了剧场

版、文旅驻场版和文博融合版，扛起传

承三苏文化的责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实现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制作人邓滢说，“有

的观众追着剧场版的全国巡演看了8遍，

他们的认可更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这是创新创造活力迸发的中国，这

是文化之花繁盛绚丽的中国。

从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华，到推进文物和古籍保护利用工作、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从大力推动文物资源数字化转化、数字

化共享，到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实践

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

荣大发展，中华文化才能不断夯实和拓

展“风景这边独好”的主体性。

巩固文化主体性，更坚定走自己的

路——

贾湖刻符龟甲、赵孟頫临《兰亭

序》、辛弃疾唯一传世真迹《去国

帖》……成都博物馆举办的“汉字中国

——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上，数

百件珍贵文物齐聚一堂，向人们讲述跨

越千年的汉字传承。

字是方块字，魂是中国魂。中国有

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

础上的文化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中华民族的旧

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新的荣

光。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中华

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

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

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题中之义。

巩固文化主体性，担负起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郑重宣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的庄严历史责任。

新征程上，只有继续坚持“两个结

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

大课题，科学的理论才有愈加鲜明的中国

特色，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才能始终稳固。

“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

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从中

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

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保持对自身

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

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

心，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就一定能够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

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记者徐
壮 施雨岑 王鹏）

近日，围绕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

研发推广的“水稻上山”技术，相关话题

引起网民热议。如何看待其可行性和

影响？国家相关政策是怎样的？丘陵

山区如何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记者

日前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全国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

测保护中心负责人。

“水稻上山”技术有特定的适
宜区域

问：近日，“水稻上山”话题引起网民

热议。如何看待山上种水稻的可行性？

答：朱有勇院士所说的“水稻上

山”，是一种杂交稻雨养旱种的栽培技

术，就是把“山下水田”的杂交稻品种引

到“山上旱地”种植，不用泡田，不用育

秧插秧，也基本不用浇水灌溉，还能有

较好的产量，当地农民形象地称为“水

稻上山”。这些田本来就有，并非网民

质疑的开山造田、毁林造田等情况。

这个栽培模式主要适合云南海拔

1700米以下、年降雨量1200毫米以上雨

热资源丰富的山区旱地，并不是什么地

方都能推广。

朱有勇院士在云南省澜沧县蒿枝

坝村蹲点扶贫期间，发现当地农民喜欢

吃大米，但当地多为旱地，主要种玉米，

水稻不能自给。为此，其团队在当地示

范推广杂交稻旱种技术，创造性地解决

了两个难点：一是筛选出适宜旱种的

“滇禾优 615”等品种，解决水稻旱地分

蘖难题；二是通过推广应用杂草萌芽前

的封草技术，解决了旱地稻田易杂草丛

生的难题。

2022年，这项技术推广了 53.12万
亩，水稻平均亩产 350至 400公斤，比山

下水田低100公斤左右。朱有勇院士介

绍的亩产 788公斤，是 0.52亩小面积上

多施了一次肥、多浇了两次水的条件下

取得的，是专家攻关田产量，不是农户

大田产量。这种小面积攻关对探索本

地区水稻旱种模式具有积极意义，为筛

选品种、集成技术探索了出路。

山地稻田约占全国稻田15%

问：目前山上的稻田比例有多大？

产量怎样？

答：稻谷是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

稻米消费量占口粮的60%。我国常年水

稻种植面积 4.5亿亩左右。平原稻田占

我国稻田面积的近 60%；丘陵稻田占

25%左右；山地稻田约占 15%，主要分布

在西南地区。这也是我们国家资源条

件决定的，为了保障口粮，历史上很多

丘陵山地能种的都种上了。比如说云

南红河哈尼梯田，就是立足当地独特地

理气候条件创造的农耕文明奇观。

据我们调查，山地水稻平均亩产350
公斤左右，比平原地区低近200公斤，比

丘陵地区低100公斤左右，这是多方面原

因造成的。比如，山地有效积温和光照

时间偏少，对水稻品种要求高，一旦选用

不当就会导致生育期缩短，结实率和产

量下降；山地稻田地形起伏大，土层偏

薄、地力偏差，农田水利、机耕路等设施

发展滞后，容易受旱涝灾害影响。这也

是下一步工作努力的方向，要通过选育

适宜品种、改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条

件，提高山地水稻单产水平。

25度以上坡地禁止开垦建
设高标准农田

问：有网民认为在丘陵山区搞高标

准农田建设破坏生态，费钱费力。如何

看待这个问题？

答：在丘陵山区对符合条件的耕

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是由现实国情农

情决定的，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

成高标准农田”这一要求的实际举

措。国土“三调”显示，全国位于 6 度

以上坡度的耕地约 4.4亿亩，占全国耕

地总面积的 22.74%。在现阶段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这些地不仅要种，还必须

要种好，就需要通过把斜坡耕地改造

成水平梯田，配套水利设施等措施，提

高这些耕地的产能。

国家对在坡耕地上建设高标准农

田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定，要求因地制宜

规范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比如，要充

分考虑地质地貌、水资源、气象条件等，

不同条件有不同的建设要求和标准，雨

水多的地方要采取建护坡、田坎等农田

防护措施，避免产生塌方和泥石流。建

设选址要合理，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

垦、生态红线区域内建设高标准农田，

特别是不得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在

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垦山、开荒。

网上流传一些在山体上修建梯田

的图片、视频，将其与“水稻上山”、高标

准农田建设相关联，经核实，多为张冠

李戴、移花接木。比如，流传最多的一

张图片实际上是 2018年云南某地的土

地整治项目施工场景，不是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还有农田被暴雨冲毁的图

片，也与在山上种水稻无关。在汛期农

田被冲毁往年也有，我们每年都对农业

防汛排涝作出部署安排，指导受灾地区

及时修复水毁农田，恢复农业生产。

依法推动整改复耕但避免
“一刀切”

问：“水稻上山”不是“毁林造田”，

但网上有把两者联系起来的说法，反映

一些地方“毁林造田”。国家在这方面

有什么政策规定？

答：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解

决14亿人的吃饭问题，首先要坚决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近些年，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严格保护耕地的制度措施，但一

些地方仍然出现违规利用耕地搞“非农

化”“非粮化”行为，比如绿化造林、挖湖

造景、挖塘养鱼、种植苗木草皮等，必须

要整改复耕。

但在整改过程中，要区分情况、分

类处置，不能简单化、“一刀切”。要尊

重自然规律，尊重作物生长规律，严禁

不顾果树处于盛果期、林木处于成林

期、鱼塘处于收获季等客观实际，强行

拔苗砍树，填坑平塘。要合理把握耕地

恢复节奏，留足留够过渡期，给农户和

经营主体合理准备时间。

在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些地方

在整改复耕中涉及退出林地转为耕地。

这些“林”，不是以前“退耕还林”中为保护

生态造的“林”，而是近年来超计划、超政

策、超要求，违规在耕地上建的“林”。对

这些林地整改复耕，不是“毁林造田”，更

不是有的网友所称的“退林还耕”。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记者于
文静 王立彬）

依法合规科学利用好“坡耕地”
——全国农技中心、耕地质量中心负责人就“水稻上山”等话题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 24日就美方以涉芬太尼问题逮捕

和起诉中国公民和企业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当地时间6月23日，美国

司法部宣布以涉嫌生产销售涉芬太尼

化学前体为由，起诉多家中国企业和数

名中国公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说，美方执法人员在第三国

采用“钓鱼执法”诱捕中国公民，并悍然

再次起诉中国实体和个人，是典型的任

意拘押、单边制裁，完全非法，严重损害

中国公民基本人权，严重损害中国企业

利益。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已向美

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发言人表示，中国积极开展国际

禁毒合作，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

全球范围内率先整类列管芬太尼物

质，为防范芬太尼非法制贩及滥用发

挥了重要作用。美方对此非但不感

谢，反而先是无理制裁中方负责禁毒

工作的机构，又在禁毒问题上对中国

抹黑污蔑，非法制裁中国企业，现在

竟然诱捕和起诉中国公民，这种肆意

践踏国际法、实施“长臂管辖”的霸道

行径，进一步损害了中国机构和公民

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了中美禁毒合

作的基础。

发言人说，美方企图通过施压、胁

迫和非法手段解决自身在禁毒问题上

的关切实际上是内病外治，这行不通，

只会害人害己。中方敦促美方停止甩

锅推责，停止对中方进行抹黑攻击，立

即撤销对中方禁毒执法机构的制裁，停

止以涉芬太尼为借口制裁、起诉中国企

业和公民以及实施悬赏诱捕和任意拘

押，立即释放非法抓捕的中国公民。中

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

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

新华社银川6月24日电（记者艾福
梅 刘海）记者24日从有关部门获悉，宁

夏银川烧烤店燃气爆炸事故4名犯罪嫌

疑人已被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采取

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据了解，这4人分别为：涉事烧烤店

经营者马某某、股东张某某、股东刘某、

店长索某某。

此前，公安部门已依法对涉事烧烤

店经营者、股东、店长和工作人员等9人
进行控制，并冻结其资产。

其他相关人员正在接受调查中。

巩固文化主体性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系列述评之六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以涉芬太尼问题
逮捕和起诉中国公民和企业答记者问

宁夏银川烧烤店燃气爆炸事故
4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近日，北方多地遭遇高温“炙烤”，

37℃以上的高温影响面积约 45万平方

公里，京津冀和山东等地有21个国家气

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南方地

区大范围强降雨持续，100毫米以上降

雨覆盖面积达20.57万平方公里。

今夏以来，北半球多地遭遇极端高

温，极端天气为何频发？正在发展的厄

尔尼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6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

度明显上升，目前已进入厄尔尼诺状

态。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三个月

赤道中东太平洋将维持厄尔尼诺状态，

海温指数持续上升，将在今年秋季形成

一次中等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

事件。

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叠

加中等以上强度厄尔尼诺事件，可能导

致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

更强。

1951年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共发

生了21次厄尔尼诺事件，曾给我国带来

高温热浪、洪涝和干旱等影响。

比如2006年夏季受厄尔尼诺影响，

重庆、四川东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

地遭遇罕见持续高温热浪。国家气候

中心分析历史数据发现，厄尔尼诺发展

年夏季，华北南部、华中北部、华东中

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气温易偏高，部

分地区高温日数可达30天以上。

“厄尔尼诺发展年夏季，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往往偏南偏强，造成我国南

方地区降水偏多。近期江南、华南等地

强降水频发就是受到厄尔尼诺状态影

响的体现之一。”中国气象局气候服务

首席专家周兵说。

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南偏强不利于

汛期雨带移动。从 1998年长江流域特

大洪水来看，正是因为汛期整条雨带围

绕长江下个不停，导致长江洪水形成

“峰连峰”的态势。

厄尔尼诺发生后，秋冬季我国东部

容易出现“北少南多”的降水分布型，南

方城市内涝现象凸显，出现“暖冬”概率

增大。由于北方降水偏少，容易发生干

旱，如2002年华北、黄淮部分地区出现夏

秋连旱，2006年中东部大范围秋旱，2018
年秋季黄淮、江淮等地阶段性干旱等。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在厄尔尼诺

发展加强背景下，预计今年夏季我国华

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南部降水易

偏多，发生洪涝的风险大；西北地区东部

降水易偏少，发生气象干旱的可能性大。

周兵提示，南方地区降水增加，需

警惕南方城市出现内涝。

对农业生产而言，近期南方降水对

大部地区农田增墒蓄墒和农业蓄水有

利，但也可能造成部分地区农田渍涝灾

害和花期早稻“雨洗禾花”。专家建议

提前疏通沟渠，降雨间隙及时清沟排

水；“雨洗禾花”中高风险的早稻产区，

需根据长势及时喷药施肥，以提高早稻

抗逆性。

针对可能出现的阶段性高温热浪，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公众服

务首席柳艳香提示，高温天气可能导致

中暑、热射病，促发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也随之增大。建议公众外出做好防晒，

户外工作人群尽量避开太阳直射时段

工作。有关部门要做好迎峰度夏能源

保供等工作。

今年夏季，我国可能出现区域性气

象干旱。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高

辉建议，要抓住有利天气时机适时开展

人工增雨作业，加强塘坝水库的蓄水保

水工作，积极引水、提水抗旱。

专家表示，影响我国气候异常尤其

是高温、干旱、洪涝等极端事件的因子

复杂，厄尔尼诺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

子。比如同样为厄尔尼诺发展年夏季，

2004年我国气温却大范围偏低，与规律

性认识并不相符，这表明厄尔尼诺对我

国气候的影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气

象部门将密切监测，加强天气气候趋势

的研判和预测。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记者黄垚）

气象专家：

厄尔尼诺将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