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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书写美丽中国的文艺篇章

李　 屹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为

生态文明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党的十八大以

来， 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 开创性、 长远

性工作， 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 科学回答了事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形成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 天更蓝、 地更

绿、 水更清， 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人民群

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增强， 成为新

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

性变革的显著标志。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会议， 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

文化思想， 在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

帜。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文化关乎国本、 国运的

战略高度， 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 清

晰擘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

行动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同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共同体现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

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在思想内容、 价值追求、

实践要求和战略任务上有许多共通之处。 高擎

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 高质量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文艺的

独特作用不可替代， 文艺工作者的舞台无比广

阔、 大有可为。

一、 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 推动营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也要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 道

法自然， 盘古开天地、 神农尝百草、 仓颉造

字、 大禹治水等神话传奇， “万物各得其和以

生， 各得其养以成” “钓而不纲， 弋不射宿”

等价值理念， 描绘名山大川的诗经、 南北朝民

歌、 唐诗宋词元曲等佳作名篇， 无不展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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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敬畏自然、 休养生灵、 热爱家园的朴素

生态文明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 生态环境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之

源。 回望赓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 之所以能够

薪火相传、 绵延不绝， 先进科学的生态文化力

量功不可没。 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

践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
创造性提出了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

面领导”“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 “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
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 “坚持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坚持用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坚持把建设美

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 “坚持共谋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等一系列重大论断，
构成了系统完整、 逻辑严密、 内涵丰富、 博大

精深的科学体系， 为新时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

工程， 承担着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的职责， 应

该用独到的思想启迪、 润物无声的艺术熏陶启

迪人的心灵， 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 文艺

具有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的教育引导功能。 好

的文艺作品如同蓝天上的阳光、 春季里的清

风， 让人心旷神怡、 充满正能量， 可以有效地

引导社会公众提高生态文明意识， 增强行动自

觉。 文艺工作者从事的是聚光灯下的职业， 知

名度高、 影响力大、 示范性强， 尤其在互联网

舆论环境下， 一言一行都可能会对社会产生较

大影响。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必须充

分吸纳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文

化成果。 文艺工作者积极传播和模范践行生态

文明理念， 有利于营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浓厚氛围， 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

态文化体系， 培育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 加快

形成全民生态自觉， 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

环境的内生动力。 因此， 大力弘扬和践行生态

文明理念， 培育生态文化， 引导全社会树立生

态文明意识， 形成人人、 事事、 时时崇尚生态

文明的社会氛围， 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推动美丽

中国建设的光荣使命， 也是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的必然要求。
中国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广

泛动员作用， 团结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

歌曲 《我的绿水青山》《看山看水看中国》《金
不换银不换》、 影视剧 《狼图腾》《经山历海》、
动画片 《下姜村的绿水青山梦》、 纪录片 《青
海·我们的国家公园》、 广播剧 《黑色沃土》
《守望黄河口》 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 举办

“美丽中国” 主题系列书法展、 “生态文明·从

小做起”文艺志愿服务、 中国三门峡自然生态

国际摄影大展、 “我们的山河故事” 曹禺奖获

奖作者巡回采风、 “江山如此多娇———中国山

水画作品展览”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创办

《美丽中国》 杂志并刊发系列主题文章， 积极

为生态文明建设赋能。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中

国文联将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 贯通

“做人的工作” 和 “推动文艺创作”， 继续组

织 “美丽中国” 书法、 摄影、 美术主题系列

展览， 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推出弘扬

生态文明理念的主题优秀文艺作品， 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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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 大力弘扬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志愿服务精神，
以有信仰、 有情怀、 有担当的精神面貌， 展现

文艺界聚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旋律、 正能量和

好声音。 引导文艺名家新秀践行生态文明理

念， 积极参与环保公益广告和公益活动， 选树

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担任生态环境保护形象

大使， 努力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信仰者、
美丽中国建设的参与者、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

践行者， 带动全社会形成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的

时代风尚。

二、 倾情书写生态环境保护史诗， 汇

聚建设美丽中国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百年来， 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 迎来了从站

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迎来了从

落后时代、 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

越，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 泣鬼神的伟大

史剧。” 在这部伟大史剧中， 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光彩夺目的重要篇章。 从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绿化祖国” 到三北防护

林体系、 天然林保护工程， 从三河三湖重大污

染治理到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从焦裕禄、 谷

文昌、 杨善洲等植树造林、 治沙治荒、 造福一

方的英雄模范事迹到 “牢记使命、 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 的塞罕坝精神， 无不为生态环境

保护史诗增添了生动内容。 表演艺术家李雪健

与他饰演过的焦裕禄、 杨善洲等英模一同获得

“新中国最美奋斗者” 荣誉后， 曾感慨地说，
“演英雄学英雄， 最后还是英雄的精神教育启

发了我， 让我不断提醒自己： 不忘初心， 感恩

奋进； 生命不息， 创作不止。” 这充分说明，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 也是经济财富， 对于

文艺来讲， 更是创作财富、 精神财富。 进入新

时代， 我们党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决心之大、 力度之

大、 成效之大前所未有， 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

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变

化。 新时代波澜壮阔的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涌

现出来的感人故事和模范人物， 必将成为广大

文艺工作者塑造典型人物、 描绘时代图景、 书

写人民史诗的富矿宝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国作

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 文艺

要 “展现中华历史之美、 山河之美、 文化之

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艺术的最高境界

就是让人动心， 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 让人

们发现自然的美、 生活的美、 心灵的美。” 几

十年来，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

岸……” 的优美意境， 让无数中华儿女澎湃

起 “为有牺牲多壮志” “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

精神气概， 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挥洒心血和汗

水。 人民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而人民

总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生产生活， 无时无

刻不在演绎着感人肺腑的故事。 党领导文艺的

百年历史， 就是一部讴歌壮美山河、 彰显家国

情怀、 不断激励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历史。 在

革命、 建设、 改革的历史进程中， 广大文艺工

作者创作了音乐作品 《黄河大合唱》 《我的祖

国》《在希望的田野上》、 美术作品 《江山如此

多娇》 《最美太湖水》、 影视剧 《我和我的家

乡》《山海情》 等一批文艺精品， 以丰富多彩

的艺术形式描绘了人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改

造和利用， 鲜明而生动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辩

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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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国文联坚持组织引导广大文艺

工作者深入多姿多彩的壮丽江山开展采风创

作， 沉浸式感受祖国各地生产方式、 生活习俗

以及生态环境， 精心打磨创作了 《雅鲁藏布》
《天山南北》《情满山水间》 等数十个优秀歌舞

作品， 举办格桑花开新时代———美丽西藏采风

创作歌曲演唱会、 天域舞风———原创西藏题材

舞蹈作品展演、 “新歌唱新疆” 优秀原创歌曲

演唱会、 “大地回声” 中国文联文艺助力乡村

振兴原创歌曲专场， 让人民群众从新时代文艺

精品中感受祖国大好河山、 感悟幸福美好的现

代生活， 启迪人们共建美丽家园、 共筑强国复

兴的梦想。 在 “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

界 ２０２４ 年大联欢” 节目中， 生态文明建设是

一条重要主线， 文艺家们感怀山水、 寄情家

园、 讴歌祖国， 创作表演了歌曲 《梦里的珠

江缓缓地流》《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长江之

歌》《大戏山水间》《万泉河水清又清》《美丽的

草原我的家》《天山放歌》、 美术作品 《百花送

福》、 杂技 《忆江南》 等等， 演绎了一支文艺

界百花齐放、 绚烂芬芳的美丽中国建设合奏

曲。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中国文联将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进一步拓展 “深
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 组织引

导广大文艺志愿者走向广袤的中华大地， 以强

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 关照人民

的生活、 命运、 情感， 表达人民的心愿、 心

情、 心声， 以火热的创作实践追随人民奋斗的

脚步， 感受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创作推

出更多传达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精品佳作。 围

绕党和国家生态环境保护重大举措、 重大工程

项目， 扎实开展主题文艺创作采风， 引导广大

文艺工作者用丰富多样、 情真意切的文艺形式

展现美丽中国建设的喜人硕果， 把生态文明的

底色融入到讴歌党、 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 讴

歌英雄、 讴歌新时代精品力作当中， 汇聚起全

国各族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磅礴力量。

三、 精彩讲好中国环保故事， 展示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态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

人类未来， 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
保护生态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

舟共济、 共同努力， 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

外、 独善其身。”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各国共

处一个世界。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 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 包括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 气候变化

等在内的各种风险挑战将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

新的十字路口。 如何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

发展模式， 破解西方现代化 “增长的极限”
的魔咒， 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经济增

长与绿色发展协同的道路， 探索创造出人类文

明新形态， 成为关乎人类命运和文明进程的重

大问题。 进入新时代， 我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 创造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并进

的绿色发展奇迹， 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参与者、 贡献者、 引领者， 在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有力树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 为世界各国

协力解决人类环境问题提供了文明样本。 历史

告诉我们， 文明交流互鉴，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各国前途命运

紧密相连的今天，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交

流、 互鉴生态文明成果， 必将有利于夯实人类

命运共同体、 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以文化人， 更能凝

结心灵； 以艺通心， 更易沟通世界。” 美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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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馈赠， 是文艺的本质追求， 体现了人民

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有句名言： “美能拯救世界。” 自然的美景、
艺术的美妙、 生活的美好， 能够让世界变得更

好。 人们渴望享有优美的生态环境， 也渴望享

有向善向美的文艺作品。 在一部部精彩的影视

片、 一张张生动的图片、 一首首感人的乐曲、
一支支动人的舞蹈中， 中华文明的历史根脉、
民族特性、 审美精神更能得到充分彰显， 中华

民族对自然、 对世界、 对人类、 对未来的文明

视点更能得到有效传达。 当今中国， 江山壮

丽， 人民豪迈， 前程远大， 随处可见生机勃

勃、 生趣盎然的美丽图景。 文艺是国家名片，
也是世界语言， 是讲好中国故事、 塑造中华形

象、 让国际社会读懂中国、 理解中国、 尊重中

国、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方式。 北

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的 《二十四节气》 《黄河

之水》《迎客松》《折柳寄情》 等文艺节目， 收

获了全世界的交口称赞， 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这

些作品融生态之美、 文化之美为一体， 打动了

人的心灵世界。 电影 《流浪地球》 等一批优

秀影视作品扬帆出海， 生动讲述中国人民自信

自强、 建设地球家园的精彩故事， 展现了中华

民族的奋斗哲学和文明史观， 同样在国内外观

众中受到了广泛好评。 实践充分证明， 用文艺

的方式讲好中国生态环保故事， 能够更有效地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近年来， 中国文联在法国、 英国、 奥地

利、 尼泊尔、 印度、 智利、 秘鲁、 马达加斯加

等多个国家举办 “美丽中国” 摄影展， 取得

了良好反响。 由中国文联扶持创作的电影

《塬上》， 用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现实主义表

现手法， 真实展现了铜川这座资源枯竭型城市

转型发展的变革历程， 生动诠释了中华文化对

人类、 自然与发展的深刻思辨， 在莫斯科电影

节上获得圣乔治金奖， 在美国国际电影节获得

金天使最佳影片奖。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中国

文联将充分发挥文艺沟通心灵、 搭建桥梁的重

要作用， 继续打造 “今日中国” 艺术周、 中

国国际民间艺术节等品牌文化交流活动， 团结

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文化立场， 拓宽国际

视野， 开放文明胸襟， 包容文化差异， 把目光

投向世界、 投向人类、 投向我们赖以生存的蓝

色星球， 创作更多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化新形象的优秀环保

题材作品， 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更加生

动、 更具艺术感染力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每个人都是生态环

境的保护者、 建设者、 受益者， 没有哪个人是

旁观者、 局外人、 批评家， 谁也不能只说不

做、 置身事外。” 中国文联将进一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团结

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敬畏历史、 敬畏文化、 敬

畏生态， 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 以高质量的文

艺作品和文化服务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大局， 推

进文艺与生态紧密携手， 在美丽中国建设的道

路上动情奔跑， 共同谱写人民奋斗美好生活的

精彩华章，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实现强

国复兴伟业挥洒才情、 贡献力量。

作者：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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