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信赖的领导集体上；聚焦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

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

二、重点内容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坚持全面准确，深入理

解内涵，精准把握外延。要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学习党的二

十大报告和党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开

宗明义提出大会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团结奋斗。”明确宣示了我们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

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

重大问题。这一主题旗帜鲜明、言简意赅、字字千钧，既是

大会的灵魂，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总纲，是我们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

（二）深刻把握过去 5 年的工作、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

变革和“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凝炼总

结了过去 5 年的工作，全景式全方位回顾了新时代 10 年的

伟大变革，深刻阐明了伟大变革的里程碑意义，揭示了“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和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深刻把握“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系统阐释，深刻论述“两个结合”

的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对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谱写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作出部署要求。报告对“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深入

阐释，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滋养、

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强力激活，彰显

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

（四）深刻把握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

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地位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鲜明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正确路径，深刻回答了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中国共产

党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

中国特色，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

化、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给世

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

供了全新选择。

（五）深刻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

务。党的二十大在谋划未来目标任务和行动纲领时，从 5 个

方面深刻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临新的战略

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

战略环境。报告鲜明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两步走”战略目标、到 2035 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未

来 5 年的主要目标任务，提出了 5 项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

则。报告紧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着眼补短

板、强弱项、扬优势，对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重大部署。

这些目标任务、方针政策、战略举措，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书、路线

图。



（六）深刻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

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要求。党的二十大报

告从 7 个方面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部署，强调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

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

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

革命。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以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高度自觉和坚定决心，标志着党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

重大时代课题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七）深刻把握顽强斗争、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百年

来，党带领人民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团结一致、不懈奋斗的结果，这是我们党从百年奋斗

伟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通篇贯穿

着对顽强斗争、团结奋斗的重要要求，深刻阐明坚持顽强斗

争、团结奋斗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辉煌

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

（八）深刻把握关于文化文物工作的部署要求。党的二

十大报告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

重要部署，提出“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任务。在展望到 2035

年我国发展总体目标时，提出“建成文化强国”“国家文化

软实力显著增强”；部署未来 5 年主要目标任务时，明确提

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

化影响力不断增强”。报告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高度，

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进行部署安

排，明确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

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并就用

好红色资源、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作出安排，进一

步标定了文物工作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地位作用。这些部署

要求，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的文化

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担当、深沉的文化情怀，

也赋予文化文物工作者更加光荣的使命、更加艰巨的任务。

三、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热潮，深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入脑入心

（一）精心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切实做到传达学习

全覆盖。各分支机构要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学习重点，

列出专题深入开展研讨交流，确保学习效果和质量。各分支

机构成员按要求参加所在单位的培训、学习和研讨交流，参

加所在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原原本本、逐字

逐句学，联系实际学，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通



起来，学以致用、以学促用，确保学习质量和效果。

（二）认真组织和参加宣讲活动。从现在起到明年初，

党中央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各分

支机构党员干部要通过现场、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多种形式

参加学习，领会精神要义。各分支机构负责人要带头宣讲，

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学习。

（三）做好宣传和解读工作。各分支机构在组织开展各

类活动时，要着力宣传党的二十大的重要意义，准确解读党

的二十大报告，深刻理解报告中提出的伟大思想观点，大力

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尤其在开设各类专业培

训课程时，要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培训课程的必学内容，

做好宣传和解读工作，真正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业务学

习培训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工作往实里走、向实里落。

四、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任务要求，奋力开

创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新境界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对

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文化文物工作的部署要求，更加积极

有为地推进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一）坚持政治统领，更好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武装头脑。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

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将其转化为推动文物工作的强大力量。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有效落实到文物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转化为工作理念、政策法规、具体措施。

（二）加强战略谋划，更好聚焦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党的二十大总体部

署框架内，形成文物工作的具体战略、政策和举措。立足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征程，推动文物事业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展现更大作为，在服务高

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成效，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上实现更大进展，在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上作

出更大贡献，以古今交融的中华文化特色，承载中国式现代

化壮阔图景。

（三）强化使命担当，更好增强文物工作主动性创造性。

围绕党的二十大关于数字中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乡村振

兴、区域协调发展、科教兴国、人才强国、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法治社会建设、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对港澳台交

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作出的战略安排，积极探索文物

工作的结合点和着力点，拓展发挥文物资源的独特优势，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