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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是一个民族

的精神记忆和精神家园。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

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中华文化具有

强大的向心力和震撼力，当代中华儿女一定要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号角。以此为标志，我国文化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迎

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期。同时 2012 年的“两会”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确定

为今年政府的工作重点。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总结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

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一定

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采

取有力措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古往今来，每一个伟大民族都有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把文

化作为团结凝聚全民族、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文化深深熔铸在民族的

血脉之中，始终是民族生存发展和国家繁荣振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实现我们党所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

必须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为，只有用先进文化去培养全体中

华儿女，使广大人民树立起科学的发展观、进步的道德规范以及为共同理想勇于献

身的精神，我们的民族才能更加紧密的凝聚起来，才能真正做到全体中华儿女同舟

共济、万众一心，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当前，我国文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践的道路不会峰砥坦途，迫

切需要理论研究为文化创新提供支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文

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我们迫切希望能有一套全面而又权威的书籍，来继续秉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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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发展观，理性分析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文化建设的条件，借鉴宝贵经

验，加强对文化建设问题宏观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为完善我国的文化建设提

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为此，我们邀请了权威专家共同编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各地

实践探索》一书。本书为全国文化工作者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更好地指导各地

实际工作。

本书内容既全面而又权威，很适合涉及现在文化建设的工作者参阅。全书共

有十九个篇章，主要从六中全会《决定》中的几个重要观点进行展开，后面的几个篇

章着重谈到与实际工作结合得比较紧的几个方面。比如:社区文化建设、农村文化

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网络文化建设以及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等; 最后是本书最

有特点的几个篇章，这几个篇章主要编撰了来自全国涉及文化工作者的优秀调研、

实践、理论文章。更能使读者站在较高的角度来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

每篇文章所处的角度不一，所阐述问题也不一样，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每篇文章

语句非常朴实，逻辑的表述简单真实，事例的脉络十分清晰，全文洋溢着作者对本

职工作的深刻理解与热情，并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本职工作那永无止境的探索精

神，他们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故此，我们越发的

需要交流与探究，并积极的展示这些优秀理论成果，与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共享，

促进交流，相互学习借鉴。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借此机会表示诚挚的感

谢! 现将这些理论与实践成果编撰成册，以飨读者。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排中某

些未尽合理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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