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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
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
在重要位置，指引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在举旗
定向、正本清源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新
气象、迈向新征程。

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
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
指明前进方向

燕山脚下，国风浩荡，文脉不绝。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

于北京中轴线北延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
总馆考察。

走进国家书房，总书记的目光望向顶部
中央藻井内的星空穹顶。穹顶上，宋代石刻
天文图展现古人智慧，星汉灿烂、浩渺深邃；
书房内，15组巨型书柜陈列近3万册新中国
精品出版物，思想的星空蔚为大观。

文明生生不息，思想与时俱进。
次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文化建设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
论断，并强调，这些重要观点是新时代党领
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

贯彻、不断丰富发展。
10年前的8月，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语重心长：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
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
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
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
好宣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
识。”

清醒冷静的叩问，贯穿着对宣传思想文
化事业的远虑深谋。

这是全新历史坐标下的重大命题：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应当如何凝
心铸魂、高举旗帜？

这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时代呼唤：一个
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
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想
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
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应当如何总结经验、
把握规律？

这是赓续历史文脉的高度自觉：没有高
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应当如何主动作为、再
谱华章？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

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紧扣时代脉搏，围绕中心工作，突出问
题导向，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气象日新。

正本清源，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的全面领导——

2013年11月，北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

在这一正式开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大幕的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
形态工作的一席话振聋发聩：

“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
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
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
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
家政治安全。

随着经济科技快速发展和社会格局深
刻调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
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
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
论环境。

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锤定音：“要加强党对
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
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两度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建设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领导是

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
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在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要求“群众
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在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加强和改
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
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牢牢掌
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

习近平总书记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
明原则立场，廓清了认识迷雾，校正了工作
导向。

方向明，则思路清。一项项针对性举措
应运而生：

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制定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实施办法，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各级
党委（党组）的责任；坚决反击各种歪曲丑化
亵渎英雄烈士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制定出
台英烈保护法；重拳整治网络生态乱象，建
立中央、省、市三级网信管理工作体系；制定
第一部关于宣传工作的基础性、主干性党内
法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以刚性的
法规制度为全党开展宣传工作提供有力指
导和支撑……

立破并举、激浊扬清，意识形态领域
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
变。

（下转2版）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纪实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6日，来自重庆轨道交通
4号线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消息称，4号线港城站将于10月7
日中午12∶00正式开通。至此，4号线24座车站全部投入运
营。

4号线共分两期建设，一期为民安大道—唐家沱站，于
2018年12月28日开通运营，港城站为后期建设新增站点；4
号线二期为唐家沱（不含）—黄岭站，于2022年6月18日与
一期贯通运营。今年9月底，港城站通过了初期运营前安全
评估，各项运营准备工作已完成，计划于今日中午12时开通。

港城站位于江北区海尔路沿线，车站为地下站。该站设
4个出入口，本次计划开通1、3、4号出入口。港城站初期运
营时间为06∶30—22∶30，与4号线全线运营时间一致，工作
日、双休日全天发车间隔为10分钟。该站开通后，将为周边
市民和园区上班族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

今日12时港城站开通

重庆轨道交通4号线
24座车站全部投入运营

□本报记者 郑三波

10月5日下午5点，在江北洋河二村的
老居民楼底层，叁步梯老火锅店香气四溢，
老板牟倩忙着为顾客端毛肚、鸭肠、嫩牛肉
等。

牟倩告诉记者，假日期间，火锅店每天
下午4点就开始排队，一天翻台8次。其中，
外地游客占比超过七成，客流量较往年增长
近一倍，生意“超预期”。

重庆火锅越来越受到外地游客欢迎,正
是重庆打造美食名城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重庆培育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持续壮大“重庆火锅”“重庆小面”“重庆
小吃”等特色美食产业链，进一步增强“重庆
味道”国际影响力。重庆“美食之都”的金字
招牌，擦得更亮了。

以重庆小面为例，据重庆市小面协会粗
略统计，目前全国共计有超过38万家重庆
小面店。其中，仅重庆就有约8.4万家小面
店，每天卖出约1260万碗面。

歌乐山辣子鸡、万州烤鱼、黔江鸡杂、南
山泉水鸡、翠云水煮鱼、荣昌卤鹅、垫江石磨
豆花、忠县石宝蒸豆腐等美食，同样受到食
客青睐。

重庆美食，除了好吃，还要有国际范儿。
一方面，重庆大力推动重庆美食走向世

界。2021年11月1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对
外发布《重庆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实施方案》，提出打造“世界美食之都”，推动
重庆美食走出国门，布局全球。如今，重庆火
锅遍布全国，并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店。

另一方面，重庆积极引进市外、国外美
食。市商务委拟定的《重庆市国际美食名城
建设实施方案（2021—2125年）》就提出，要加
强主体培育，打造国际美食集聚区10个、国际
特色美食街(城)10个、特色美食地标10个，还

要引进世界级餐饮住宿企业(品牌)50家。
今年9月，美团发布《2023中国精致餐

饮行业洞察·重庆区域版》，今年上半年重庆
精致餐饮门店总量达到196家，位列全国第八。
重庆精致餐饮门店数同比增速位列第三。

此外，重庆还立足培育“川菜渝味”品
牌，11家餐饮企业入选全国TOP100，6家火
锅企业进入全国TOP20，打造美食地标11
个，累计培育市级美食街区53条（个）、国家
美食地标城市9个、绿色饭店56家、钻级酒
家56家、星级农家乐1388家。

（下转3版）

重庆持续擦亮“美食之都”金字招牌
重庆建重庆建设设国际消费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中心城市观察之八观察之八

□本报记者 左黎韵

9月底，涪陵区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
国家级粮食物流核心枢纽承载城市（港口
型），根据国家“四横八纵”粮食物流通道
布局，全国共确定48个城市打造粮食物
流核心枢纽，涪陵区成为我市唯一入选区
县。

近年来，我市加快构建现代粮食产业
和流通体系，在万州、江津、涪陵等港口地
区布局了物流枢纽节点，兼具有粮油货物
的集散、存储、分拨、转运等多种功能。涪
陵区成为国家认证的粮食物流核心枢纽，
对当地构建粮油加工全产业链条，保障我
市粮食安全有何意义？

黄金水道带来“黄金效益”
涪陵区坐拥长江、乌江两江黄金水

道，具有承接渝东南渝东北，通达鄂西、黔
北、湘西的区位条件，自古便是乌江门户
枢纽。

“成为国家确定的粮食物流核心枢纽
承载城市，我们并不意外。”涪陵区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涪陵区加快粮食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通一批粮食物
流骨干通道，形成公路、铁路、水路多式联
运的物流格局。其中，作为涪陵粮食物流
枢纽核心的龙头港不仅紧邻重庆中心城
区，还是长江上游能够常年通航万吨级船
舶的深水良港。

在涪陵区龙头港，千吨级大船依次排
开。国庆期间，从墨西哥进口的一批大豆
抵达港口，再通过公路货运专线运送至百
米之外的涪陵临港经济区，成为园区一德
粮油的加工原料。

涪陵是南通一德实业沿长江经济带
布局的第三个生产加工基地，项目总投资
30亿元，可形成年处理油料200万吨、处
理脱胶油40万吨的生产能力，年产值超
100亿元。

“大吨位船舶可常年通行是我们选择
涪陵的重要原因。”一德实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大豆原料运输主要依靠水路，长江
涪陵航段常年最小吃水深度可满足5000吨级单船满载通行，
而再往上游走，每年3—5月大吨位船舶通行就会受到限制，
大大增加原料供应的物流成本。

目前，龙头港已先后开通投用了5个泊位，年货物吞吐量
在200万吨左右。为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龙头港还积极拓
展进境粮食中转业务。去年7月，龙头港以9号泊位为载体
的进境粮食中转码头通过重庆海关验收，这意味着从国外进
口的玉米、大豆等粮食货物可通过江海联运直达龙头港，为辖
区内有进口粮食需求的加工企业节约物流成本。

粮油加工产业步入“链式”发展
入选国家级粮食物流核心枢纽承载城市，将给涪陵带来

什么？“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进一步释放产业潜能是物流
枢纽城市的关键。”涪陵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核心枢纽打
造赋能了涵盖粮食生产、收购、储备、加工、销售、物流中转的
全产业链条，将有利于优化涪陵乃至全市优质粮油基地及加
工产业布局。

譬如，去年以来，涪陵区就在中粮油脂年加工大豆75万
吨、产出食用油15万吨、豆粕60万吨的基础上，又引入了中
粮粮谷、中储粮两大国家级企业，着力提升辖区粮食仓储及粮
油供给能力。

其中，中粮粮谷年产80万吨粮食智能加工项目已于今年
9月正式开工，国庆期间，项目一期工程完成桩基施工，正式
进入主体建设阶段，2025年建成达产后，可形成年产60万吨
小麦和年产20万吨稻谷加工的生产能力，并形成一条集粮食
加工、成品粮储备保障、粮食中转集散等功能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条。

围绕中粮油脂、中粮粮谷、中储粮三大央企龙头，涪陵区
还培育壮大了双胞胎饲料、金健米业、道道全粮油等十余家上
下游关联企业，构建起以龙头引领，优质大米加工、植物油加
工、饲料加工等多个市场主体企业为功能互补的粮食仓储体
系，将带动全区粮食加工能力达到100万吨／年、食用油加工
能力达到80万吨／年。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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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记者 徐壮）文化和旅游部6
日公布2023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8天，国内旅游出游人数
8.26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71.3%，按可比口径较
2019年增长4.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7534.3亿元，按可比口
径同比增长129.5%，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增长1.5%。

假期中，文化和旅游行业恢复势头强劲，全国假日市场平
稳有序。

中秋遇上国庆，“前半程团圆、后半程旅游”特征较为明
显，群众假日出游意愿得到集中释放，中远程旅游实现较高增

长。文化和旅游行业结合假日特点，通过“旅游+”融合演艺、
体育、非遗等，推出一系列体验丰富、备受游客青睐的活动和
产品。

文化和旅游消费在“双节”期间增长迅猛。文化和旅游部
举办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推出149条全国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和69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夜间消费活力进
一步激发，根据中国联通数据监测，9月28日18时至10月6
日6时，243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夜间客流
量1.12亿人次，平均每个集聚区每夜5.76万人次，较2022年
国庆节假期增长68.7%。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旅游出游8.26亿人次
同比增长71.3%

10 月 5 日，荣昌区虹桥客运枢纽站项
目，工人正在安装幕墙玻璃。

中秋国庆假期，100多名建设者在该枢
纽站建设现场加紧施工。

据了解，虹桥客运枢纽站项目预计年
底全部完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助力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当地现代服
务产业园发展。

首席记者 龙帆 见习记者 李雨
恒 摄/视觉重庆

抢抓生产

本报讯 （记者 郑三波）重庆日报记
者10月6日从市商务委获悉，今年中秋国庆
假期，全市消费市场火热。银联商务监测数
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市消费总额同比增长
15.1%，较2019年同期增长7.9%。

中秋国庆期间，全市重点商圈消费总
额同比增长 19.9%，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3%。美团数据显示，解放碑商圈、观音桥
商圈跻身全国消费最火的五大商圈。其中

江北区观音桥商圈日均人流量超87万人
次，最高人流量突破 93万人次。渝中区
解放碑商圈人流量累计达到793万人次，
日均人流量突破99万人次，同比增长33%；
商圈抽样重点商场销售额2.51亿元，同比增

长51%。
假日期间，我市各种美食节也轮番上

阵，拉动消费。据统计，全市餐饮行业营业
额同比增长 29.2%，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3.4%。

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我市农家乐
营业额大幅增长。其中，铜梁区、江北区、秀
山县、黔江区农家乐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1.9%、29.6%、28.7%、26%。

（相关报道见3版）

中秋国庆假期重庆消费总额同比增长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