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度 ■深度 ■力度 ■温度

周刊
WEEKLY

思想思想
CHONGQING DAILY

2023年 10月 16日 星期一
主编 侯金亮 编辑 王贵江 美编 李梦妮10

策
论

□罗进 曾庆洪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聚焦用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这个首要政治任务。青年是祖国的
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
来和希望。要将青年培养成堪当民
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必须让党
的创新理论活而强、亲而实，增强学
习体验的亲和力、感染力和针对性、
实效性，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世界和
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
较、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远大抱负
和脚踏实地，厚植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情感。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活
起来，让青年明理启智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透
原理机理道理是讲好党的创新理
论的基础。要把讲理论与讲历史、
讲故事结合起来，让思想理论活起
来，用真理的力量引导青年。从唯
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马
克思一生中的伟大发现，深化对人
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看清

“资本主义在撕裂中式微、社会主
义在发展中前进并在中国取得巨

大成功”的大势，把握“资本主义必
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
观规律。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进行开天辟地的救国大业、改
天换地的兴国大业、翻天覆地的富
国大业和惊天动地的强国大业，找
到我们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
兴业路到复兴路”不断壮大的红色
密码，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的内在机理。从不同时期的革
命故事、发展故事、英雄故事，了解
我们党百余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
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
牺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
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来之不易的生动道理。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活
起来，让青年增信铸魂

讲好党的创新理论，旨在解决
理想信念问题。要把渠道交融与话
语交互、思想交锋结合起来，让青年
的理论武装强起来，在大是大非面
前保持政治清醒。发挥课程思政、
第二课堂的作用，用好开学典礼、毕
业典礼、社团活动等阵地和微信、抖
音等网络传播平台，打造思政课学
习矩阵。推动党史专家授、英雄人
物讲和学生自己谈形成协同效应，
让学生认识“爱国是本分，也是职
责”，体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
力量，树立“永远跟党走”的崇高理
想。改变“我讲你听、我说你记”的
单向传输路径和“你不要那样干、你
应该这样做”的训诫劝告方式，聚焦
青年困惑的、关注的、思考的问题，
再现共产党人面临生死、磨难、考验
时抉择的场景，让长征精神、红岩精
神等伟大精神在青年心中开花结
果。在鱼龙混杂的思想观点中辨析
甄别、过滤净化，深刻认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非凡能力和独特优
势，让青年在多元多变的思潮冲击
中确立主导、坚定方向。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亲
起来，让青年崇德润心

只有让党的创新理论打动学
生，才能引导学生、赢得学生。要
把针对性与时代感、吸引力结合起

来，让学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
感情亲起来，立志成为有大爱大德
大情怀的人。不断挖掘中华民族历
史上的英雄故事，组织“大山里的
女校长”张桂梅、“当代愚公”毛相
林等“时代楷模”获得者传递正能
量，宣传守望者坚守岗位、奉献者
捐款捐物的形象，让青年认识到

“人民的英雄”和“英雄的人民”同
样令人敬仰，懂得关键时刻站得出
来、危急关头豁得出去，清楚人生
应该在哪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
心、做什么样的人。把思想政治教
育的理论与身边实践结合起来，坚
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做到爱国
敬业从刻苦学习做起、诚信友善从
遵规助人开始，明大德、守公德、严
私德，坚定信仰、积极传播、广泛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祖国大
地上的遗产、博物馆的文物搬进课
堂，用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方式呈
现，让学生感悟讲仁爱、崇正义、求
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他们
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实
起来，让青年力行奋进

党的创新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具有极强的实践性。要把思政
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让
党的创新理论走进生活、走向未来，
引导学生把人生抱负转化为脚踏实
地的实际行动。要紧扣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乡村振兴等伟大实践，教育
学生从付出的巨大牺牲看取得的伟
大胜利，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奇迹是干出来、拼出来的”。奋进
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要以共和国脊
梁们的成长轨迹为榜样，引导青年
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
成就的观念，要有“不苟且”的想法，
不能满足“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
精通”，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
主动融入国家大局，在改革开放前
沿、经济发展一线、边远贫困地区等
实地体验国情民情，保持坦然定力，
学会埋头苦干，在平凡的岗位上成
就不平凡的事业，让奋斗成为青春
的代名词。

（作者单位分别为重庆青年职
业技术学院、西南大学）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年心中扎根

□杨蕾歆

不久前召开的全市组织工作
会议指出，推进能力本领现代化，
全面提高全市各级党组织领导力
组织力，持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推
动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防范化
解风险本领。党员干部本领高不
高、能力强不强，直接关系到国家
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国家治理效
能。党员干部能力本领现代化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任务。
党员干部要围绕党在新时代新征
程的中心任务，把握历史大势，掌
握历史主动，凝聚奋进伟力，以领
导力、组织力、执行力的提高和夯
实，全面提升担当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重任的能力本领。

以提升领导力为根，增
强广大党员干部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本领

选人用人的关键在于领导力。
一是选优配强，打造具有推动高质
量发展本领的领导班子。高质量发
展的实现，离不开一支具有创新发
展意识、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
部队伍。要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落实好干部标准，以完善的选育
管用机制引领高质量发展。聚焦领
导班子结构最优目标，着力加强领
导班子建设，充分发挥领导班子整
体功能。二是以学铸魂，不断提高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认识。以高
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根本
要求，不断优化干部培训方式、充实

干部培训内容，提升干部教育培训
的时代性、实效性、针对性。引导党
员干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
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
发展。三是提质增效，把发展质量
和成效作为考核及任用干部的重要
依据。建立符合新时代新阶段要求
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党员干
部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
务，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聚焦问题、
知难而进，履好职、尽好责，以新气
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效，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
天地。

以强化组织力为魂，
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服务群
众的本领

持之以恒促进作风建设是提升
组织力的根本保证。一是强化服务
群众的问题导向、价值导向。中国
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要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
首创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
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
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
众。二是开展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
的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党
的传家宝，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
表现。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
研究，并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这是
增强服务群众本领的有力举措。要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摸清情况、把
准问题、提实对策。三是健全完善
群众口碑评价机制。服务群众本领
强不强，群众最有发言权。要广泛

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
众评议和社会监督。党员干部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服务
群众的过程，也是接受群众监督的
过程，要高度警惕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及变异形式，持续整治不正之
风。

以夯实执行力为本，
增强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化
解风险的本领

执行力是党员干部履行职责的
生命力。一是以系统思维构建防范
化解风险的“堡垒”。对于各种矛
盾风险，要把握它们相互交织、相
互作用的特点，及时防范、有力应
对，避免风险点、矛盾点的叠加、演
变、升级，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
战，避免局部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
系统矛盾风险挑战，避免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
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二是
以底线思维筑牢防范化解风险的

“屏障”。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
线思维，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
作，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
政策和工作部署。做到有备无患、
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尤其
是要健全风险防控协同机制、责任
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三
是以法治思维打牢防范化解风险的

“堤坝”。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
力的干部队伍，是能够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干部队伍。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营
造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
庆市党建研究所副教授，本文为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21XKS008成果）

持续推进广大党员干部能力本领现代化
决策谏言

解锁“村字头”体育赛事背后的文化密码

深度聚焦

改变“我讲你听、我说
你记”的单向传输路径和
“你不要那样干、你应该这
样做”的训诫劝告方式，聚
焦青年困惑的、关注的、思
考的问题，再现共产党人
面临生死、磨难、考验时抉
择的场景，让长征精神、红
岩精神等伟大精神在青年
心中开花结果。

▲2023 年重庆市和美
乡村乒乓球邀请赛（村TT）
正式开赛。

记者 刘旖旎 摄/视觉重庆

◀贵州台江县台盘村
“村BA”球场，全国“村BA”
西南大区赛决赛现场气氛
十分热烈。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朱涛

不久前，我市举办了以“‘乒’出精
彩，赛出和美”为主题的市级乒乓球赛
（简称“村TT”），吸引了数百位来自十
里八乡的村民到场助威，用激情和欢
呼，点燃了赛场，纷纷直呼：这氛围，

“巴适得很”！
从“村BA”“村超”等火爆出圈，成

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到“村 TT”
“村排”等紧随而至，吸引了广大群众
热情参与。是什么赋予了“村字头”体
育赛事如此大的“魔力”？

赛事是表象，文化是灵魂。“村字
头”体育赛事犹如一场乡村嘉年华，散
发着最纯粹的“乡土味”，展现出独具
地方特色的文化魅力，化“地气”为“魔
力”，自然能“圈粉”无数，一路走红。

让我们走进“村字头”体育赛事，
解锁背后的文化密码。

（一）

是体育赛事，也是文化盛宴。
体育活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身体

教育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正如四
川农业大学商旅学院郭凌教授所说，

“体育赛事不仅是一种身体性活动，
也是一种社会性活动，更是一种文化
性活动”。

“村字头”体育赛事，把文化传承
融到了比赛之中，激活了乡村体育文
化这“一池春水”，不仅呈现了一场场
精彩绝伦的体育赛事，更上演了一幕
幕璀璨夺目的文化盛会。

如贵州黔东南的“村BA”“村超”，
开赛热场、中场表演，侗族大歌、水族
木鼓、苗族芦笙舞等民族歌舞轮番上
演；赛后狂欢，身着民族盛装的当地各
族群众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热情观众，
同跳多耶舞、激情蹦“苗迪”；还有国家
级非遗苗族银帽、黄平黄牛、榕江塔石
香羊等特色农产品和民族工艺品“纷
纷出货”……引得现场观众和网民大
呼“过瘾”。“‘村 BA’‘村超’接二连三
地出圈，彰显了贵州特色民族文化的
独特魅力，超级流量背后展现着贵州

‘超’文化的时代活力。”贵州省委党校
副教授魏志龙说。

从自发组织的运动赛事到形成一
种新的乡村文化现象，透过热闹欢乐
的“村字头”体育赛事，我们看到的是
物质富裕起来的乡村群众对精神富有
的更高层次追求，是乡村精神文化生
活日渐丰盈的生动体现，是推动乡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点燃乡
村文化振兴引擎的“助推剂”。

（二）

以体育之名，让文化唱戏。
“村字头”体育赛事不只是一场现

代体育竞技，更是独具特色的民族文
化、昂扬向上的体育文化和质朴自然
的乡村文化交流碰撞的盛会，淋漓尽
致地呈现出新时代新农村的精气神，
生动诠释了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

潮新闻客户端刊文认为，“村BA”
“村超”相继爆红并非一时的流量曝
光，承载乡愁记忆、映照农民火红生
活、彰显乡村文化新貌，是“村 BA”等
群众性赛事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的
重要原因。

那么，“村字头”体育赛事背后究
竟有哪些文化密码？

密码一：守住民族文化之根，让
历史深厚积淀爆发式体现。从历史
厚度看，“村字头”体育赛事的举办有
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村BA”“村超”的
火爆出圈，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出圈的加持、浓郁的民族文化作出
彩的点缀。如“村BA”所在地台盘村，
举办篮球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6
年。从那时起，每年“吃新节”，村民
们都会举办诸如斗牛、斗鸟等体育赛
事，而篮球作为一项参与度最广、群
众最认可的赛事被传承下来。“村赛”
的诞生，与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是分不开的，是民族体育文化的代代
传承，更是历史深厚积淀的爆发式体
现。

密码二：绽放民族文化之彩，把
“村味儿”做到极致。“村字头”体育赛
事长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大放异
彩。如“村BA”“村超”将侗族大歌、苗
族芦笙舞、多耶舞、摆王木鼓等民族文
化和“五彩姊妹”饭、玉米粑粑、腌鱼、
牛瘪等特色美食搬到了赛场，借“村
BA”“村超”的舞台向世人展示当地多
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村字头”体育赛
事“火”在民族文化绽华彩，把“村味
儿”做到了极致，刮起“最炫民族风”，
让人“来了就不想走”。

密码三：创新民族文化之形，把体
育赛事做成“土特产”。“村字头”体育
赛事通过把竞技体育与民族歌舞、民
族艺术、民族节庆等优秀传统文化深
度融合，将“村字头”体育赛事逐渐变
成当地“土特产”。如榕江县借助“村
超”带来的巨大文化品牌效应，创新探
索出“大众体育+民族文化”的发展模
式，利用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蜡
染，生产“村超”蜡染T恤等，并借势发
力持续让蜡染、刺绣等非遗产品“超”
文化不断走进观众席，不仅复兴了独
具特色的地方民族文化，还有效带动
了当地文旅产业发展。

密码四：激发民族文化之情，为乡
土文化写下“新注脚”。“原汁原味”的

“村字头”体育赛事，充满了浓浓的乡
土味道，引起了广泛共鸣。如“村BA”

“村超”以其土生土长的乡土气息和别
具一格的举办形式，点燃了在场观众
的热情，抓住了在外游子的乡愁，激发
了外地游客的体验欲望。重庆理工大
学管理学院张凤太教授说：“‘村字头’
体育赛事的现场感能激发人内心的激
情，形成狂欢的氛围，加上民族传统文
化的渲染、零距离沉浸式参与的体验、
原生态特色美食的诱惑以及新媒体传
播手段的加持，这份快乐和享受能迅
速感染到线上线下的每一个人，唤起
人们对乡味、乡情、乡愁的共情。”

（三）

乡村，因此而蝶变。
小小的赛事融农、文、体、旅于一

体，把体育赛事与乡村文化完美融合，
成为一张大大的民族文化名片。

以“村BA”“村超”为代表的“村字
头”体育赛事，因接地气、聚人气，使流
量变“留量”，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新
引擎。

不久前，国家体育总局等十二部
委印发的《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
兴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发展繁荣
乡村文体事业，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这一文件的出台，让“村字头”体育赛
事插上政策的“翅膀”，不断迸发出新
的生机与活力。要借势发力，利用“村
字头”体育赛事释放的文化IP效应，推
动“农文旅体”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
创造更多的可能。

以赛促文，让“村字头”体育赛事
的流量成为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的变
量。“村字头”体育赛事出圈带动“非
遗”出彩，为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供了舞台，让更多观众了解到“身边
的非遗”；同时“村字头”体育赛事的火
爆，使乡村图书阅览室、文化广场、活
动中心、运动场等文化场地得以重建
翻新。如“村BA”带火的台盘村，篮球
场地改扩一新，文化基础设施得到进
一步改善。要支持开展“一村一品”

“一村多品”等乡村自办群众性体育特
色活动，培育一批特色鲜明的乡村体
育健身休闲项目，大力加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改善群众精神面
貌，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让新时代
广袤乡村展露出勃勃生机。

以赛促旅，让“村字头”体育赛事
的流量成为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增
量。乡村赛事的“超火爆”带来了“超
人气”“超流量”。据统计，台江县在今
年“村BA”赛事期间，共接待游客18.19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516万元，
同比翻了一番；“村超”举办地榕江县
在今年的端午期间，共接待游客35.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5.84%，实现旅游
综 合 收 入 4.4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4.55%。赛事大流量变成了旅游客
流量，带来了沉甸甸的“真金白银”。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秦红雨
说：“‘村字头’体育赛事和文旅产业要
补齐短板，共同提升，形成联动效应，
彰显文旅品牌，让‘村字头’体育赛事
更加持久、更有彰显度。”要借助“村字
头”体育赛事的“东风”，转变乡村旅游
发展思路，创新载满“乡土味”的旅游
业态和产品体系，让农民变导游、农房
变客房、农品变礼品，形成“农文旅体”
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让村味小
赛事赋能乡村旅游大发展。

以赛促产，让“村字头”体育赛事
的流量成为打造“农文旅体”发展IP的
变量。“超级村赛”拉动“超能经济”。
郭凌教授说：“实践证明，‘村字头’体
育赛事已经超越‘旅游搭台、文化唱
戏’的传统逻辑，形成了‘文化引流、体
育搭台、旅游唱戏、产业发展’的全新
逻辑。”要坚持把“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作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深度挖掘特色民族文化，在形式
和内容上不断创新，向着形式多样
化、内容丰富化、组织精准化的方向
发展。同时，继续保持独有的“烟火
气”和“乡土味”，推出一批乡村体育
旅游精品线路和网红打卡地。此外，
还要充分运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平
台，打造“乡村体育达人”“乡村体育
网红”等，持续为“村字头”体育赛事
带来超级流量，不断释放“村字头”体
育赛事的IP效应。

解锁“村字头”体育赛事背后的文
化密码，打造全民热爱、全民参与、全
民受益的文化盛宴，推动更多乡村走
上“赛事引爆流量，流量服务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道路，让更多“乡土守望”
走向“文化突围”，实现“网红”变“长
红”，赋能文体繁荣、乡村振兴。

（作者系本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