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文化自信，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习近平 7.26 重要讲话学习心得 

白静 
摘要：7 月 26 日至 27 日，党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笔者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基

础上，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心得体会：一是我国的领导干部队伍越来越亲民，能够以身作则，

发挥榜样的力量，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二是精神文化产品更加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三

是传承经典，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四是要主动求知，提高文化自信；五是艰苦奋斗，创造中

华文化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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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26 日至 27 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在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

重要讲话。与十八大以来每年都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主题不同，这

次研讨班聚焦迎接党的十九大 1。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全党必须

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中文

化自信对一个国家的兴盛至关重要。弘扬我国先进文化，传承民族精神，才能不

断丰富我国人民的思想追求，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努力使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 

通过学习习总书记内涵深刻且具有前瞻性、长远性的重要讲话，我对国家实

现中国梦具有更强的信念，同时也让我充满了思想的力量、行动的方向和奋斗的

激情。其中，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感受： 

一是我国的领导干部队伍越来越亲民，能够以身作则，发挥榜样的力量，起

到模范带头作用。暑假在家，没事的时候我会和街坊邻居说说话，在小区里转转、

或者和爸妈出去散步。我发现晒太阳的老爷爷、老奶奶说的最多的就是他们的福

1 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7/0728/c385474-29435243.html 
                                                             



利越来越好了，不仅每个月都能够收到政府的补贴，在医疗、交通等方面基本免

费，而且相关领导还经常慰问、看望他们，送些水果、大米等，为这些老人带去

温暖和关怀。我发现在小区里，以前形同摆设的单元防盗门也变得焕然一新，如

果是小区以外的人员是很难进入的，而且安保措施明显比以前好很多。听爸爸讲

镇上的领导在各个小区进行了调研，对每个小区建设或规划不合格的地方进行整

治，并且由政府免费出钱进行了改善。我还发现，现在我们家小镇上的街道，无

论是行人还是车辆都变得井然有序，以前看起来脏、乱的地方都消失不见了，据

说有一段时间，镇上的领导亲自作为志愿者带头进行清理，而且现在在广场上定

期会举办相关免费活动，提供对饮食、理财等的相关资讯服务，使百姓确实感受

到了真正的实惠。 

二是精神文化产品更加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近几年，影视作品变得更

加接地气，相关的题材和内容也多是以励志、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例如宣扬

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而且节目内容更具有养分，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例如

最近比较火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确实能感受到一个节目的文化

情怀。正如习近平书记所说：“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

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通过在细微的事情上下功夫，让文化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渗透到每一个地方，像空气一样存在。就拿在假期我看的《战

狼 2》这部电影来说，我认为之所以这部电影的票房这么高，一方面与电影的制

作精良分不开，另一方面与电影中展示的祖国的强大和我国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

分不开。其中在几个具体细节当中可以体会到中国在崛起：冷锋等人在非洲遭遇

枪击，想到了中国大使馆，只有那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Rachel 在给美国大使馆

求助，对方提示已经闭馆；中国军舰行驶在大海中维护我国海上安全；没有种族

界限，所有受尊敬的人都能得到中国的救助；在一场打斗中冷锋受伤很严重，舰

长命令开火；冷锋高举国旗带大家走出交战区。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浓浓的

国家荣誉感。 

三是传承经典，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国具有上下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历史，

其中各种经典学说各放异彩。例如 2013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历

史文化名城山东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孔子研究院并同专家学者座谈。他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



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通过

经典书籍或者亲身经历，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我国的古文化魅力。在这

个暑假，我曾去北京旅游，被祖国的历史遗迹、文物等所深深震撼。以前对于故

宫、国家博物馆、长城等只是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但并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历

史渊源和文化精髓，通过近距离的感受这些活历史，增强了我的民族责任感，提

高了我的民族自信心。比如在国家博物馆，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彰显着我们

祖国灿烂的文化。此外不同的东西方画展、大胆裸露甚至有些让人惊恐的艺术品

体现了我们在发扬本国的文化时，还注重兼容并包，并不是故步自封。正如 2014 

年 10 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

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

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

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

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

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

极总结。他进而指出，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积极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

界，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

使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为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他还说：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

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

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3。 

四是要主动求知，提高文化自信。我认为无论是作为共产党员，还是普通群

众，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基层工作者，都应该坚持终身学习，不断为自身充电。

多读书，读好书才能够提高自身修养，掌握最前沿的知识和提高效率的方法，在

本职岗位上创造更多的成绩。现在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读书的时间被侵占的越

2 《习近平重要讲话读本》（2014 年 6 月 23 日出版） 
3 《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4 日 
胡为雄.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习近平论学习的系列重要讲话研读体会[J]. 党的文献,2015,(01):17-23. 

                                                             



来越多，我们更多习惯于吸收快餐文化，缺少了对某一个问题的深刻钻研。读书

变得更加功利，而不是作为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以及塑造个人品德去读书。在选择

书的类型上，我们更偏向读一些教程式的书籍，教你如何成功，如何晋升等，而

对于我国的四大名著、唐诗宋词、以及哲学历史等，阅读的人数越来越少。我认

为我们应该提高文化自信，我国的古典文化并不是毫无用处，例如在《三国演义》

中我们也可以悟出许多处世哲学，在《红楼梦》中也可以看尽人生百态，在唐诗

宋词中可以感受如何正确对待成功与失意。同时，主动求知还应做到知行合一，

世界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知识技能也在不断更新，通过“行”不断促“知”，并

通过“知”不断促“行”，才能做到与时俱进。 

五是艰苦奋斗，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一个国家的希望在于少年、青年一代，

正如《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文字：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

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青年时

期，正是学习文化知识、为自己储备才智的时机，更应该刻苦努力，认真钻研，

不断为自己做功。这让我想到了在北大交换学习的日子，那段岁月很是难忘，虽

然每天的压力很大，但也让我成长许多。北大的学生非常勤奋好学，即使已经非

常优秀，仍然在不断追求卓越。他们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对

青年学生的希冀：“要勤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知识是树立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基础”
4。青年时期，正是风华正茂，处于人生学习的宝贵时期，只有我

们养成勤奋钻研、持之以恒的品格才能使以后的人生道路走得更顺畅。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说道：“大学的青春时光，人生只有一次，

应该好好珍惜。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有老师指点，有

同学切磋，有浩瀚的书籍引路，可以心无旁骛求知问学。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

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解，既要专攻

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梦想承载希

望，梦想成就未来。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作为青年

学子，我们应当肩负起振兴中华、实现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重任。习近平总书

记 7 月 26 日的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我们应深入学习和吸取习

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持久和平、共同繁

4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05/c_1110528066.htm 
                                                             



荣的世界梦作出应有贡献。我们更应将讲话中传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新要求落实在行动上，真正做到提高文化自信，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