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0月16日 / 星期四 / 责任编辑 / 李 群 / 编辑 / 陈良和10 远望角

昨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文艺不能在市

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

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

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

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

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

习近平强调，一部好的作

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

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染了铜臭

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

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

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习近平强调，文艺是时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

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 风 气 。 实 现 “ 两 个 一 百 年 ”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

可 替 代 ， 文 艺 工 作 者 大 有 可

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

的 高 度 认 识 文 艺 的 地 位 和 作

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

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

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

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

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

来。

（据新华网）

习近平提及的
十句古代治国思想名言是何意？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中共中央政治局 10 月 13 日下午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

他在讲话中提到，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

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

习近平为何会提出这些“名言警句”，这些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相关典故是什么，对今天治党治国有什么启示？

【释义】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出处】《尚书·五子之歌》：皇

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

邦本，本固邦宁。

【启示】2014 年 9 月 21 日，习

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在中国社会

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

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

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

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他还

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

所废在逆民心。”一个政党，一

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

于人心向背。

[民惟邦本]

【释义】治理国家要得到人民

的认可。

【出处】《孟子·离娄上》：“得天

下 有 道 ：得 其 民 ，斯 得 天 下

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得民矣。”

【启示】今年10月8日，习近平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总结大会上也讲话指出，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

在草野。”让群众满意是我们

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

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

最好的尺子。

【释义】治理国家要将教化与

法律相结合。

【出处】综合

【启示】习近平今年9月5日在

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周年大会上讲话，就曾引用

韩非子“奉法者强则国强，奉

法者弱则国弱”，强调依法治

国的重要性。他在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上也提及“理国要

道，在于公平正直”，指出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

核心价值追求。

【释义】治理国家要以德政为

主，刑杀为辅。

【出处】综合

【启示】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

平考察北京大学，在师生座谈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对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

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

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习近

平说，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

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

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

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

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

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

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

【释义】治理国家的首要是得

到人才。

【出处】《贞观政要》：为政之

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

致治。《资治通鉴》：为治之要，

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

贤所能也。

【启示】2009 年 3 月 30 日，时

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全

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

谈会并发表讲话，指出要形成

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

出的选拔机制，使领导班子和

干部队伍形成合理结构，始终

充满生机与活力。2013 年 6

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会议上

讲话，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

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释义】治理国家首先要管好

官吏。

【出处】综合

【启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

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

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

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

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

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

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

共产党也是这样。”习近平在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一文中也说：“党要管党，

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

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

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

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

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

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

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

更严格的约束。”

【释义】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

【出处】《论语·为政》：为政以

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

共之。《礼记·大学》：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诚其意。

【启示】2014 年 10 月 8 日，习

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引

用“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的古

语指出，各级干部要从我做

起、从小事做起，带头坚守正

道、弘扬正气，努力营造良好

从政环境。习近平要求，各级

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

责同志，以向我看齐的姿态听

意见、摆问题、管自身、抓督

查，发挥示范作用。

【释义】端正言行，修养身心。

【出处】《礼记·大学》：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

【启示】2013 年 3 月 19 日，习

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

采访时说：“干部有了丰富的基

层经历，就能更好树立群众观

点，知道国情，知道人民需要什

么，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各方面

经验和专业知识，增强工作能

力和才干。这是做好工作的基

本条件。”2013 年 6 月 28 日至

29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

会议再次提出“早熟的果子长

不大，拔苗助长易夭折”，“年

轻干部多‘墩墩苗’没有什么坏

处，把基础扎实了，后面的路才

能走得更稳更远。”

【释义】处在安乐的环境中，要

想到可能有的危险。

【出处】《左传·襄公十一年》：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

患，敢以此规。”

【启示】今年 10 月 8 日习近平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总结大会上说，党的执政地

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

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

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

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

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

的危险。他强调，要从严治

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

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

败之地。

【释义】改变革新。

【出处】《汉书·礼乐志》：“为政

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

乃可理也。”

【启示】最新出版的《十八大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中，首次发

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几个问题》一文，其中提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

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

器。”

（据人民网）

[为政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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