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爱国情怀是人们对祖国的一种深厚

情感，是愿意为祖国奋斗献身的价值取
向。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舍生取义、杀身
成仁的传统。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
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
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始终一脉相承；展望未来，我们应传承
好、发扬好伟大的抗战精神，筑牢团结
一心的精神纽带、夯实自强不息的精神
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
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
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
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
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
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深入探析
伟大抗战精神内涵，不仅是对历史的尊
重与铭记，更是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迈
向崭新征程的关键所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爱国情怀是人们对祖国的一种深厚
情感，是愿意为祖国奋斗献身的价值取
向。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诸多篇章
便已显露出爱国情怀的萌芽。如 《秦风
・无衣》 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
于兴师，修我戈矛”，描绘出在战争面
前，秦国百姓同仇敌忾、共御外敌，为
国家挺身而出的画面，这种团结一心、

保家卫国的精神，是爱国情怀的初始形
态。明清易代，顾炎武高呼“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更是将爱国情怀从士大
夫阶层拓展至普通民众。他痛感明朝覆
灭，在动荡岁月中奔走，著书立说探寻
救国之道，唤醒每个人对天下大势、国
家命运的责任感，使爱国成为全民共
识、扎根于华夏大地。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王师
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大
家耳熟能详的诗句也在向我们昭示着中
华民族的爱国情怀与传统，在抗日战争
中更是如此。可以说，抗日战争以其前
所未有的气势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励
国人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彰显出了
气贯长虹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那个血雨
腥风的年代，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
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全体中国人在抗
日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爱国主义较以
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广
泛、更加持久、更具战斗性。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舍生取义、杀身
成仁的传统。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他
们在商朝灭亡后坚守对故国的忠诚，隐
居首阳山，最终绝食而死。这一行为彰
显出他们不愿屈从新朝，以生命捍卫内
心道义准则的决绝，为后世树立了楷
模。当时的社会虽动荡变革，但士大夫
阶层早已将气节视为重要操守，在礼崩
乐坏中试图以个人的坚守撑起道德的苍
穹。至近代，列强入侵，华夏大地遭受
百年屈辱，可民族气节在血与火的洗礼
中却愈发闪耀。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无
数中华儿女奋起反抗、前赴后继，展现
出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高贵气节。

面对强敌，中华儿女挺起了民族的脊
梁。1938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追悼阵亡
将士时说：“八个月来，几百万军队与无数
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在执行
他们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
中华民族在全面抗战的前八个月，用几十
万条鲜活的生命向世界宣告了——中华

民族决不是一群待宰的羔羊，而是富于民
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无
论时代如何变迁，“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
民族气节”始终一脉相承，从古代仁人志
士对道德的坚守，到近现代英烈为民族独
立的抗争，它早已化作中华民族的精神基
因，镌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
激励着我们在面对困难、挑战乃至生死抉
择时挺直脊梁、奋勇向前，守护民族尊严、
彰显高贵气节。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面对敌人的炮火
勇往直前，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抱
定了血战到底、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谱
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篇章。

回溯至远古时代，华夏先民们便在
与大自然的顽强抗争中孕育出了这种英
雄气概的雏形。大禹治水，面对滔滔洪
水肆虐、无数生灵涂炭，这几乎是一种
不可抵挡的“自然强暴”。但大禹没有丝
毫退缩，他率领民众风餐露宿、走遍山
川、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13年艰苦卓
绝的努力，最终驯服洪水，让大地重归
安宁。这种向狂暴自然力量宣战并战而
胜之的壮举，无疑为后世积淀下了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的精神底色。在历史的
长河中，不乏许多悲壮豪迈的英勇事迹
与英雄人物，比如在 14 年的浴血抗战
中，涌现出了杨靖宇、赵尚志、左权、
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等抗
日将领，以及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
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
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
群体，他们不畏强暴、以身殉国，奏响
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抗战不仅是武力的较量，更是民族意
志与信念的较量。上古神话中，精卫填海
的故事宛如一颗璀璨星辰，闪耀着信念之
光。炎帝之女精卫溺亡于东海，这一巨大
灾难并未将其灵魂吞噬，反而使其化作飞
鸟，以弱小之躯对抗无垠沧海。她心中笃

定，只要持之以恒，定能填平大海。每一
次衔石投海，都是对困境的无畏宣战，她
坚信自己终能改变现状，这种信念跨越时
空，成为华夏民族的精神开篇，让后世知
晓，再大的困难在坚韧信念面前都有被战
胜的可能。时光流转至抗战时期，中华大
地硝烟弥漫、哀鸿遍野，可华夏儿女却毫
不退缩。在正面战场，战士们舍生忘死，
与装备精良的日寇展开殊死搏杀，用热血
捍卫每一寸山河；在敌后战场，游击健儿
神出鬼没，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令
侵略者闻风丧胆，为抗战胜利立下不朽功
勋。

1942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向中国致
电时说：“中国军队对遭受野蛮侵略所进
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
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罗斯福的评价一
点都不为过，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这样，我们
的战斗意志如此顽强、抗击时间如此长
久，这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坚
韧不拔的民族自强信念。它早已深深扎
根于中华文明的这片沃土之上，持续散发
着蓬勃力量并将源远流长，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中华儿女砥砺奋进。

总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
怀”作为精神根基，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
内心的热血与担当，进而催生出“视死如
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让人们在侵略
者的暴行面前坚守底线、绝不妥协。同
时，这种坚贞的民族气节又进一步孕育出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驱使
中华儿女在抗日战场上以命相搏、奋勇杀
敌，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宛如一座巍峨灯塔，它扎根于深沉的爱国
情怀，在民族气节与英雄气概的砥砺下愈
发坚定，给予人们无穷的希望与力量，支
撑中华民族用顽强意志打败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展望未来，我们应传承好、发
扬好伟大的抗战精神，筑牢团结一心的精
神纽带、夯实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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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同类作品荣获2024年度中国文艺家暨时代风采征评活动国画金奖）

当前，建筑行业的应急响应需求复
杂化，单一部门的应急机制已难以应对
频发的突发事件，亟须加强跨部门协
同。然而，目前我国建筑行业在跨部门
协同应急响应中存在信息沟通不畅、资
源共享不足等问题。对此，借鉴国内外
成功经验，针对中国建筑行业的跨部门
协同应急响应机制框架，提出完善法律
法规、优化组织架构、加强信息技术支
持、完善应急预案和强化跨部门演练与
培训等，是提升建筑行业安全管理水平
的有效途径。

建筑行业突发事件的特点及要求。
建筑行业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和扩散
性，要求应急响应具备高效的信息传递
与共享能力。部门间需迅速建立沟通，
确保准确信息传达，配合扁平化的决策
层级，减少延误，提升响应效率。同
时，资源合理调配和职能部门的有效合
作是成功应对的关键。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法律法
规是跨部门应急协同的基础，明确权责
可避免推诿现象。结合地方实际需求，
制定更符合地方特点的法规，可保障应
急工作有章可循。

优化组织架构设计。应急响应组织
架构应突出职能分工，通过建立高效跨
部门协调机构，简化决策流程，明确责
任，减少沟通障碍，提升协同效率。

加强信息技术支持。信息技术可提
升应急响应的速度和准确性，统一信息
平台有助于实时共享信息。通过大数据
和AI 技术的应用，能够提高监测和预
警的科学性，优化资源调度和决策质
量。

完善预案编制与演练体系，提高实战水平。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
和定期跨部门演练，通过演练检验预案的有效性并及时修订，提升各
部门的应急响应和实战能力。

强化跨部门联合演练与教育培训，提升人员素质。定期开展联合
演练，模拟多种突发事件，提升部门协作能力。同时，建立完善的应
急培训体系，确保应急人员具备专业能力和快速应对突发事件的素
质。

建立长效评估与改进机制，持续优化应急响应体系。通过定期评
估应急响应能力、演练效果和培训成果，及时改进机制。引入第三方
评估，确保评估客观性和反馈应用，持续优化跨部门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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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图书馆作为城乡资源循环
的“输血管”，承担着文化供给、知识传递、经济激活的
枢纽功能。在构建“供血、造血、活血”的三位一体模
型中，基层图书馆应通过资源配置优化、服务模式创
新、数字技术赋能，实现城乡文化资源双向流动，激活
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实践路径，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
可持续的“文化血液”支撑。

“输血管”路通 乡村早振兴

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基层
图书馆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毛细血管”，如果突破
传统"文化仓库"定位，构建“输血管”功能体系,就能一
方面向乡村输送先进文化、科学知识、市场信息等发展
要素 （供血功能）;另一方面激活乡村文化遗产、特色资
源的价值转化 （造血功能），最终形成城乡资源循环的

“血液循环系统”（活血功能）。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
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年均增长8.2%，显示乡村对优质文
化资源的旺盛需求，彰显基层图书馆的"输血管"作用，这
样就破解了城乡“文化贫血”的关键，使乡村振兴加快
加大步伐。

“输血管”梗阻 现实多困境

供血不足。基层图书馆在资源配置上存在问题，有
的图书馆赶潮流追时尚，只求阅读量，造成城乡文化资
源倒挂，县域以下人均图书藏量仅为城市的1/4，数字资
源覆盖不足，56%的行政村未实现公共文化云接入。

造血乏力。多数乡村图书馆停留在“文物陈列”层
面，产业融合深度不足，78%的基层图书馆未建立市场化
服务机制。

活血不畅。城乡资源流动渠道单一，以政府主导的
“送文化”为主，缺乏市场驱动的“用文化”机制，专业
人才缺失严重。

畅通“输血管” 供血智慧化

建设网络，构建“云端输血”系统，开发乡村振兴
数字资源平台，整合农业、文旅、教育等部门数据；实
施精准化供血策略，建立“需求画像”机制，通过大数
据分析村民知识需求；创新“知识订阅”服务，定制化
推送政策解读、市场行情等信息，培育可持续造血机制。

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建立“文化资源评估-IP孵
化-产品开发”链条，衍生文创产品；开展“非遗合伙
人”计划，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文化资源开发，引入文旅
企业共建研学基地做法。

打造“产业大脑”，为地方产业提供全链条知识服
务。设立“乡村振兴专利池”，促进农业技术转化，构建
循环型活血生态；搭建城乡资源交易所，线上建设乡村
文化资源交易平台，线下举办城乡资源对接会促进文旅
合作项目发展；创新共享经济模式，“图书+民宿”实现
床位入住率提升率；“知识+劳动”，实施“图书换农产
品”活动促成农产品销售。

“输血管”畅通 保长效运行

利用政策支撑，建立“文化输血”专项机制。实行
责任制实施办法，将基层图书馆建设纳入乡村振兴考核
指标，设立乡村文化资源开发基金；培育“复合型输血
者人才”，实施“乡村文化CEO计划”，培养懂文化、会

经营、善管理的专业人才；建立“城乡馆员轮岗制”，城市馆员下乡挂职，乡
村馆员进城，推行“双岗双责”制度；技术赋能，构建“数字输血”基础设
施，实施“乡村文化新基建”工程，开发“文化资源区块链平台”。

从“输血”到“造血”的循环发展，夯实基层图书馆的“输血管”作用，
正如《“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所强调：“推动城乡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融合发展”，基层图书馆应成为连接城乡的“文化动脉”——既输送
城市的知识、技术、资本，又激活乡村的文化、生态、人力资源，最终实现从

“外部输血”到“自我造血”的转
型升级。未来需进一步深化数字化
改革，创新“图书馆+”融合模
式，让这条“文化输血管”成为乡
村振兴的永续动力源。

（作者单位：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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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
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
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是
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标志，将为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物质基
础。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等与制造业深
度融合，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
现，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不断丰
富、特点更加鲜明。

更加智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
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促进了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转型升级。目
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不断发力，促
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力图
在未来全球产业格局中获取先机。我
们必须在产业体系各环节广泛应用数
智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数字化
服务，使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全要素生
产率共同提升，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
字产业化协同共生。

更加绿色。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
底色。推动产业绿色化，既是解决我
国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的基础之策，

也是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支撑。这要求在供给侧运
用绿色技术和标准，实现节能减排、
清洁生产和资源高效利用，促进产业
绿色转型，催生绿色新业态和新模
式；在需求侧通过推进绿色服务和倡
导绿色生活方式，形成绿色有效需
求，倒逼产业体系绿色化；在产业空
间布局上，统筹经济与生态协同，实
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生态空间
宜居和美。

更加协调。随着科学技术发展，
前沿科技跨领域交叉融合趋势越来越
明显，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门类之间、
大中小企业之间协同配合，能够更好
释放产业网络的综合效益。这要求农
业、工业、服务业三次产业之间协调
发展、相互融合，进而发挥整体效
能；要求产业政策之间相互协调，包
括从中央到地方的产业规划和发展政
策相互联动，避免重复建设，促进各
产业发挥最大效能；要求产业主体协
同共生，通过机制创新、要素集聚、
平台搭建、数智赋能和政策支持，推
动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联动、竞合共
生的现代发展格局。

更具韧性。当今世界，产业竞争
日益体现为产业体系的整体竞争。提
高产业体系韧性和安全水平，能够更

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即使在受到封
锁打压时也能维持有效运转。特别是
面对一些国家日益增强的“脱钩断
链”措施，保持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
稳定和自主可控尤为重要。为此，要
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培育核心产业链，
推动产业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强化产
业体系中的中间品的适配性，不断增
强产业体系韧性。

更加开放。经济全球化极大推动
了跨越国界的贸易往来、资金流动和
生产服务等经营活动，各国产业体系
彼此交织，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产业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
产业发展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全球
产业升级也离不开中国产业的不断进
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
保持并深化产业体系的开放性，通过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广纳国际优质
资源，开发国际市场，强化国际合
作，拓展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的广度
和深度，不断提升产业体系技术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水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
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作为今年要抓好的一项重
点工作并作出具体部署。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

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要
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
攻关、自主研发，实现关键核心技术
突破。同时，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
先进制造技术、现代管理技术等的深
度融合，既通过新技术催生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又通过数智技术赋能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智能生产线、
智能车间、智能服务平台建设，推动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要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发展绿
色低碳产业，推动绿色产业链、绿色
价值链、重大工程项目的全生命周期
绿色管理，抢占国际产业绿色低碳竞
争的制高点，释放绿色低碳产业的巨
大发展潜力和强大带动能力，使之成为
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同时，要尊重
产业发展客观规律，坚持因地制宜，充
分结合各地要素禀赋特征和产业发展
情况，精准发力，科学布局，决不能脱离
自身条件和比较优势搞盲目重复建
设。积极推动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广泛
聚集国际优质创新资源，努力在开放中
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鲜明特征与建设路径
蓝庆新 韩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