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是人们共同的精神记忆和情感纽
带，是推动发展更深沉、更基本、更持久的力
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乡村文
化建设，坚定乡村文化自信，扎紧文化之

“根”、铸牢文化之“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坚持文化引领、文化
先行，努力实现乡村文化的发展繁荣，为乡村
振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和文化条件。

文化是引领、支撑人们行动

和实践的“精气神”，是实现乡村

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文化的影

响是自发自觉的、潜移默化的，是

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社会治理

方式

文化就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是融入人
们内心深处的知识、情感和趣味系统，是引
领、支撑人们行动和实践的“精气神”，是实现
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

文化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引领。我国农村
人口规模庞大，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理念、文
化素养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村现代
化建设的成色，决定了农村的持续发展能力。
只有不断坚定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始
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
领，积极尊奉、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才能汇聚起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乡村
全面振兴。我们要牢牢抓住历史窗口期、机遇
期，积极作为、主动作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和文化自觉，打好乡村文化振兴的“组合拳”，
以先进思想文化武装农民群众的头脑，让先
进文化成为农村文化的主流。

文化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
文化就是生产力，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文化
程度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关联。根据第六次
人口普查资料，我国6岁及以上乡村人口中，未
上过学的占比达7 . 2%，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38%，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占51 . 9%，大学以上文
化程度的仅占2%。这种比例结构导致乡村居
民科学文化素质偏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
难度加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生产力
提高，不利于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要求。我
们要大力发展乡村教育，积极传播先进文化
和科学技术，为乡村全面发展、长远发展提供
有力支持。

文化是促进乡村和谐的有效保障。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的
乡村治理体系”。无论是自治、法治还是德治，
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
兴办儒学讲堂，向农民传播仁爱孝悌、诚信修
身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邻里和睦、
守望互助等传统社会美德，有效地化解了社
会矛盾，极大地增强了农村社会和谐度。文化
的影响是自发自觉的、潜移默化的，是成本最
低、效率最高的社会治理方式，推动乡村文化
振兴无疑是加强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选择。

文化是服务农民群众的重要方面。调查
发现，农民群众期盼像城市人一样，也能够享
有丰富的优秀现代文化产品，能够便利地享
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
城乡二元化政策，对农村建设投入特别是农
村文化投入不足，各类文化设施不够齐全、档
次较低，有的存在管理维护不经常、使用率较
低等问题。在实施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有的
地方倾听群众意见不够，提供的文化产品不
合农民群众“胃口”，“接地气”不够。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就必须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农村群
众对文化的新需求，努力为农民群众提供更
优质、更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不断提高群众
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振兴乡村文化，既要遵循乡

村自身发展规律，保留乡土味道、

乡村风貌，也要适应时代、需求变

化，将现代精神、先进理念融入到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中

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要着重把
握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从两个维度来认识和把握乡村文化振兴
的科学内涵。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准确把
握乡村文化振兴的丰富内涵，做到理解到位、
精准发力。一方面，从文化来源和文化属性的
维度来看，在数千年的生产实践中，乡民创造
了具有乡村特质的独特农耕文化，是一笔宝
贵的乡村精神财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必然
要高度关注根植乡村的农耕文化，加强乡村
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弘扬。另一方面，从社
会空间的维度来看，乡村是作为社会空间出
现的，和农村的概念较为接近，是相对于城市
社会空间的一个概念。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就
要在乡村这个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大力发展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使乡村与城市一样实现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全面、系统地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乡
村传统文化是指乡村居民在乡村形成、发展
和传播，有别于其他文化的一种特定文化，包
括乡村及乡村居民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法
律意识、科学文化、知识教育、风俗信仰、文娱
活动、乡村资源环境等方面。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必须树立大乡村文化观，统筹考虑、整体
把握，全面、系统地把握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
丰富内容，既重视思想观念提升，又重视传统

民间文学、手艺的传承；既重视载体建设，又
重视社会制度、伦理秩序、自然环境建设，努
力建设更加均衡、系统、全面的乡村文化体
系。

坚持传承与转化的统一。振兴乡村文化，
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保留乡土味道、
乡村风貌，保留其乡村文化的精髓和内核。同
时也要看到，由于文化传承表达方式和农民
群众文化需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优秀
传统文化也要适应时代、需求变化，进行现代
化改造和提升。只有在充分尊重农村特点、农
民习惯的基础上，将现代精神、先进理念融入
到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中去，赋予
其现代表现形式，乡村文化才能具有更强大
的生命力。

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农
民是农村的主人，是决定农村改革发展的决
定性力量。各类优秀、先进文化，最终需要被
农民群众接纳和传播；那些民间技艺、民间故
事，需要农民口口相传、代代相承；各类文化
服务设施只有被农民用起来，才具有生命力。
因此，在推动乡村振兴文化过程中，我们要充
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他们主动参与
进来，引导他们自觉当好建设者、传承者。还
要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通过深入细致的调
查研究，把他们的需求摸清楚，做到有的放
矢、精准高效。

乡村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

系统的工程，必须以极大的耐心、

韧劲，持续发力、久久为功，通过

做好乡村文化振兴这篇大文章，

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大动力

乡村文化建设属于“软实力”，是一项长
期、系统的工程，必须以极大的耐心、韧劲，持
续发力、久久为功，高质量做好这项利在长
远、影响深远的重大工程。重点是要把握好四
个方面：

全面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乡村思想
道德建设，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目前，乡村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总体是好的，但
也有一些地方受城市文化、消费文化中消极、
不健康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
问题。我们要在农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多渠道、立体
化宣传引导，使其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心理

认同和行为准则。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积极兴办儒家讲堂、孔子学堂，重拾传
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要选树好农民典型，通
过身边人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大力褒奖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平民英雄”，积极
推出“凡人善举”，让讲道德、学模范在农村蔚
然成风。

完善乡村文化服务载体建设。文化传承
需要载体，乡村文化振兴要在物质层面上提
供有力保障。我们要从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
文化生活需要出发，高度重视乡村文化设施
建设，将其纳入乡村发展基础规划，不断加强
文化基础设施投入。乡村教育是一项重要民
生工程，必须不断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努力提
高乡村学校校舍、文体场所设施水平。要加强
对乡村庙宇、遗存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修缮好
乡村祠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设乡村博物
馆，使其成为留住乡情、维系乡民的精神符
号。同时，还要加强乡村文化大院、乡村书屋、
电影放映场所建设，积极推进乡村广播电视
村村通、户户通，建设好应急广播设施，传递
好党和政府声音，畅通主流思想、文化传播渠
道。在加强政府投入的同时，还要发挥好公益
组织、民间力量的作用，不断增强乡村文化振
兴合力。

推动乡村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要组织专门人员力量，实施乡村文化精
神培育工程，深入挖掘邻里和睦、崇尚自然、
诚实守信、勤劳俭朴、宽厚笃实这些千百年来
形成的核心思想，讲好乡村故事、农民故事。
要积极创新传播手段、创新表达方式，推出传
承乡村精神、具有时代特点的戏剧、影视等作
品，使乡村文化精神融入农民群众乃至全社
会的内心，在新时代展现出更灿烂的光芒。要
在传统乡规民约的基础上，融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制定具有乡村特点、历史传承价值
的新乡规民约，推动和加强乡村社会建设。对
民间的手工艺、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要鼓
励学习、沿袭和传承，不断丰富乡民的文化记
忆，提升乡村文化魅力。

积极培育乡风文明。乡村美丽不仅要体
现在环境上，更应美在内涵上。目前，一些
乡村存在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以及赌
博、迷信等不良风气，群众深恶痛绝。对这
些不符合新农村建设要求、阻碍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旧风气，必须坚决破除和摒弃。要发
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带头兴文明之风，带
头做文明之事，使群众自觉接受文明的洗礼，
享受文明带来的好处。要深入推进乡村精神
文化创建活动，选树好移风易俗的新榜样、新
典型，引导乡民以践行新风气为荣。要加强乡
风文明宣传，用当地百姓易于接受的文化形
式和文化样态表现出来，把老百姓身边的好
故事、好榜样讲出来、传起来，把好的风气种
在农村、长到老百姓心里。

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兴，文化是乡村振
兴的“根”和“魂”。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着眼农村长远发展、立
足当地实际，共同做好乡村文化振兴这篇大
文章，为乡村全面振兴乃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
动力。

(作者系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书
记、局长)

近日，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
民丰收节”。这是一件令亿万农民欢欣鼓舞
的大喜事，对于提振农民群众的精神自豪和
文化自信，汇聚乡村振兴的主体性创造力
量，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华农耕文化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农民是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是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体性力量。
广大农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
都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
农村。在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历史节
点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既具有鲜明
的文化符号意义，也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
义；既是对悠久厚重的中华农耕文明的继承和
弘扬，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既彰显了我们
党对农民的关心爱护，也充分体现了领导人深
厚的爱农情怀。

情感是力量的策源地。乡村振兴，始于爱
农。6月1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山东省
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做民生工作，首先
要有为民情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
村振兴，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其中，人是第一位的
因素，亲民爱农是关键。实现乡村振兴，各级领
导干部必须心中装着农民，脑海中惦念着农
民；必须深耕亲农沃土，厚植爱农情怀。

要有深厚的“黄土情结”。习近平总书记常
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朴实的话语透
出深厚的农民情结。他多次强调：“我是黄土地
的儿子。” 2012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访美期
间谈到：“我曾在中国西部地区当过7年农民，
还当过一村之长，……对农业、农村、农民很有
感情。”他把这种感情称之为“黄土情结。”由于
这种情结，他始终挂念着农民，尤其是生活困
难的农民。每逢春节，他总是出现在最贫困地
区：深入农村、访贫问苦，给乡亲拜年，为农民
送福。从“贫瘠甲天下”的甘肃定西到北境边陲
阿尔山哨所，从陕西梁家河的窑洞到革命老区
井冈山，从河北张北县困难群众家到四川大凉
山深处……党的十八大以来，每逢春节，中国
最贫困的角落都留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身影。
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是思想与情怀碰撞的结
晶，浸透着浓重的爱农色彩。

乡村振兴不同于单纯经济建设，不仅要
尊重经济规律，还要有对农耕文明的热爱，
自始至终要充满温度。否则，就会纠结于眼
前的“政绩”，无法达到“功成不必在我”
的境界。没有深厚的“黄土情结”，就不可
能真心实意地为农民着想。只有真正把自己
当成是“黄土地的儿子”，才能设身处地地
为农民着想，心甘情愿地与最贫苦的农民交
朋友、与最困难的群众打交道。否则，乡村
振兴就是一句空话。

要有“树高千尺不忘根”的家国情怀。“当
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
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
所有的县市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干
部的谆谆教导。他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从正
定、到宁德、到福州，到浙江，他的足迹踏遍大
江南北，与农民结下不解之缘，用实际行动昭
示世人：不热爱农村就意味着忘本，致力于乡
村振兴就要培育浓重的家国情怀。

寻根念祖，是华夏民族共有的精神品质。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流淌着农耕文明的血脉，

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每个人，都与故土乡
关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联系，故乡的山
山水水、一草一木，无时无刻不在脑际中梦牵
魂绕。这就是华夏民族特有的家国情怀和人文
禀赋。这种情怀和禀赋，把我们每个人紧紧地
与家园联系在一起。不管你是居庙堂之高，还
是处江湖之远；不管你是权贵要人，还是布衣
平民，在每个人的情感世界中，家乡的位置总
是第一位的，故土的分量永远是最重的。乡愁，
成为人们心中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不管你出
身何处、身在哪里，只要你一踏上这片土地，只
要你一闻到瓜果飘香的味道，只要你一听到乡
音呼唤，你的感情的潮水就会抑制不住地放纵
奔涌，你的心中就会情不自禁地涌动起为改变
乡村面貌而奉献的情感浪潮。

乡村振兴，任重而道远。但是，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我们每个
人都有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的热情，我们的乡
村就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无限希望。

要有“以天事之”的敬农情怀。民以食为
天，这句耳熟能详的话语里充满了国人对农
民、农业的敬重、感恩之心。

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
农科院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
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历史经验告
诉我们，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
党的十九大上，他进一步强调“把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此次视察山东重
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农业
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国农业独立起
源、自成体系、特色鲜明。农业文明孕育了
中华文明，养育了中华民族，推进了历史发
展，也不断完成着自身的更新换代。从原始
农业到沟洫农业，再到精耕细作时代，在长
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农业形成了自己的特
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我革新能力。经

过七千多年的发展，中国农耕文明培育了光
辉灿烂的中华文化。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
尤其是城乡二元社会的阻隔，中国农业逐渐
式微，乡村日渐凋敝。此时，城市理应承担
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责任和义
务。这不仅是政治义务，也是脱胎于农业母
体中的其他文明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

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人生境界。
“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我是在插队落户时
便耳闻目睹，叹为观止的。……我从中领略
了不少生命和运动的哲理。”“喻之于人，
是一种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的人格的完美体
现。”“喻之于事，则是以柔克刚、以弱制
强的辩证法原理的成功显示。”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当年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的文字，
虽然距今已近三十年，但其观点和方法，依
然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实现乡村振兴，尤
其需要滴水穿石的精神，需要功成不必在我
的境界。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乡村振兴，思想
高度和人生格局缺一不可。思想水平不高，
容易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最终归于失败；
人生格局不大，容易畏难发愁、避重就轻，
虎头蛇尾。因此，坚持久久为功，是建立在
对乡村振兴战略充满信心之上的一种思想方
法；坚持功成不必在我，是建立在对农村农
民饱含感情之上的一层人生境界。要把乡村
振兴战略落到实处，就要实现认识与境界的
结合，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振兴中，要有纵
览全局的事业和思想，更要具备滴水穿石的
恒心和勇气。这一切都源于对党和人民事业
勇于担当的觉悟和情怀。只要我们发扬滴水
穿石精神，一代接着一代干，后人踏着前人
的足迹前行，“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个目
标往前奔，不慕虚荣，甘做人梯，勇于奉
献，乡村振兴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中国农民思想文化
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教授)

做好乡村文化振兴这篇大文章
□ 司安民

设立“农民丰收节”的文化意涵
□ 周其森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新与旧、虚与实、快与慢四个方面的关系。
当前我省正在实施的新旧动能转换工程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实施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
提高，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依然没有处理好。当前我省经济
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有
一定关系。比如产能过剩的问题，背后就有一些地方政府的
推波助澜；再比如淘汰落后产能难的问题，背后就有当地政
府的阻扰和保护。可以说，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是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又是新旧动能转换的突破口。实
施新旧动能转换，首先应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一是
管住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
键在政府。政府的主要角色是“守夜人”，而不是CEO。政府
应进一步厘清和市场的边界，“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
归凯撒”。当前，政府最需要做的是，以“放管服”改革为抓
手，打造公正公平的营商环境。二是创新政府监管的方式。
现在，我们已经步入数字经济时代，以事前审批为主的治理
方式和依靠人力集中检查的监管手段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
展的需求，必须加快政府监管方式的创新。应推动社会管理
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
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同时，建立以
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监管机制，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手段提升政府监管能力，建立完善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特
点的监管政策。三是让“两只手”各尽其能、形成合力。既遵
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让政府勇担责任、
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既发挥好政府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引
导作用，又发挥好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主体作用。这样
才能让“两只手”的作用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相得益彰。

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新动能与旧动能是相对的、
动态发展的，旧动能经过升级改造可以变成新动能，新动能
随着时代发展、技术革新也会衰落为旧动能。二者的关系是
辩证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关键是要解
决好它们之间的接续和转换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新
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不能简单“弃旧”。我省传统产业占工业
比重约70%，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约70%。两个数字说
明，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是把旧动能改造成新动能。当
前，我们应该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加快变换发展车
道，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
数字经济成为支撑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同时，也
不能盲目“育新”。如果我们不是以全局的视野、发展的眼
光、谨慎的态度审视新旧动能转换，而是“躲进小楼成一
统”，或是亦步亦趋地搞“模仿秀”，或是一哄而起地追逐新
经济的“风口”，我们这样培育出的“新动能”可能很快就成
为明日黄花。光伏产业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因此，我们必
须从窄视野、小格局发展中解放出来，强化现代发展意识，
不坐井观天、不自我封闭，把地方发展融入全省、全国发展
大布局，在开放、合作、共赢中培育新动能；必须从守旧守成
中解放出来，强化改革创新、敢为人先意识，不因循守旧、不
墨守陈规，在创新领先发展中培育新动能；必须从盲目冲动
中冷静下来，立足自身优势和产业禀赋，因地制宜、独辟蹊
径，在打造特色经济中培育新动能。

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务虚于思，务实于行，虚功
实做，虚实结合，这就是虚与实的辩证关系。工作中，务虚就
是为行动找到正确的思想先导，务实就是把正确的思想落
实到行动中去，两者缺一不可。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需要务虚
与务实的有机结合。现在看，一些地方在实施新旧动能转换
过程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把新旧动能转换仅仅作
为口号和噱头，没有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干打雷不下雨”；
另一种是缺乏科学的思路和有效的办法推进新旧动能转
换，依然沿袭过去“拼资源、拼投入”的发展思路，把新旧动
能转换看作是一个筐，什么项目都往里面装。新旧动能转换
是一个艰巨工程，绝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只喊口号，没有实际行动，是不行的。邓小平同志说过，“世
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新旧动能转换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绝不像短缺经济时代

“抓投入、上项目”那样简单，不讲科学方法，盲目推进，也是
不行的。那样做就是白费工夫、瞎忙活，甚至可能是背道而
驰。因此，实施新旧动能转换，不能以口号代替行动、以纸上
谈兵代替埋头苦干，必须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决心和韧劲扎实推进；也不能以热情代替干劲、
以盲目推进代替科学方法，必须加深对其内涵的理解，把握
好大势和方向，不断创新和完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使山
东的新旧动能转换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符合世界经
济发展的趋势。

处理好“快”与“慢”的关系。“快”与“慢”是一对矛盾，相
克又相生。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必须处理好“快”与“慢”的关
系，为发展质量和效益腾挪空间。学界普遍认为，我国新旧
动能转换只有5—10年的窗口期，之后将迎来加速分化期。
面对“标兵渐行渐远、追兵越来越近”的竞争格局，我们慢不
得、等不得，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才
能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才能实现“走在
前列”的战略目标。但这种“快”，不应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
的急功近利之“快”，更不应是忽视质量和效益的粗放型发
展之“快”。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教训需要吸取。现在我省经
济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前些年
过于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所导致的结果。新旧动能转换是一
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至少要等到我省科技创新
能力进入国家第一梯队、山东与广东和江苏的经济总量差
距呈现缩小之势，才能告一段落。面对这一持久战，我们也
应学会放慢脚步。这种“慢”，不是消极和拖延，而是另一种
积极的方式，是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理智的“慢”，会
让我们前进的步伐更稳健。正如哲人所说：“慢些，我们就会
更快”。把握好“快”与“慢”的节奏，关键是要充分尊重市场
经济规律，结合好山东发展的实际。因此，实施新旧动能转
换，我们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快各项工作措施的落
实，争取如期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一年全面起势、三年
初见成效、五年取得突破”的目标；又要有理智谨慎的态度，
不惧短痛谋长远，稳扎稳打、久久为功，防止出现违背科学
发展观的“大跃进”。 (作者系民进德州市委主委)

动能转换须

处理好四个关系
□ 陈晓强

2018年6月2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李 檬 马清伟

热线电话：（0531）85193817 Email：dzrbmqw@163 .com limengphil@163 .com思想纵横10

“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既具

有鲜明的文化符号意义，也具有重大

的政治象征意义；既是对悠久厚重的

中华农耕文明的继承和弘扬，又赋予

其新的时代内涵；既彰显了我们党对

农民的关心爱护，也充分体现了领导

人深厚的爱农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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