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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文化新表达

■ 田宇 戴逢国

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
■ 宁波 管小其

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
优势，也是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重要
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守党的政治
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严
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
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
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放在首位。正确认识严明政治纪律的
重要地位，准确把握其深刻逻辑，对加强纪
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
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无产阶级和
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具有崇高的政治理
想、高尚的政治追求和纯洁的政治品质，严
明的政治纪律是其与生俱来的政治品格。
严明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
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1859年5月18
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明确指
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
成。”列宁一贯强调党的纪律，他在创建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时，更是将纪律视为党的生命
线，指出“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毅精
神以及同全世界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是取得
最后胜利的保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自成

立之日起就遵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
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将严明政治纪
律作为自身建设的核心内容，以严明政治纪
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确保党在政治方
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的一
致性，从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鉴
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旗帜鲜明讲
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
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

历史逻辑：严明政治纪律铸就党的百年
辉煌。回顾历史，我们党无论是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等各个历史时期，都依靠严明的政治纪
律统一全党意志、思想、行动，团结凝聚全
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自成
立伊始，就深刻认识到严明政治纪律对于党
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历史证明，正是有
了铁的纪律，我们党才能在革命战争年代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
中国革命胜利，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
大成就；才能创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
大成就、创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伟大成就、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成就。从井冈山的“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的出台，再到新时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的意见（2019年1月31日）》的出
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历次修订
等，政治纪律始终是党的建设中不可或缺的
基石。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
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根本保障。

国际经验：严明党纪是现代政党的基本通
则。世界上的任何政党都有其政治使命、政治
目标、政治追求，也都有与此相应的政治纪
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现代政党
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
能成其为政党。”严明党纪已成为现代政党的
普遍共识和基本通则。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
以来，各国政党更加重视严明党纪。我们党在
严明政治纪律的过程中，既遵循现代政党建设
的规律和借鉴国际经验，也坚持自身特色，不
断提升政治纪律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现实逻辑：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
选择。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更为复
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在国际上，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和国
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增多；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
攻坚期，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显。在这

种背景下，严明政治纪律不仅是维护党的团
结统一的需要，更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顺利
推进的迫切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
调的，“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
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
大，使命无上光荣。”“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
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
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
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只有严明党
的政治纪律，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有效执行，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综上所述，把严明政治纪律摆在首位，是
中国共产党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国际经
验和现实逻辑的必然选择。展望未来，我们
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继续深化政治纪
律建设，必将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引领中华民
族为着强国建设、复兴伟业奋勇前进。

【作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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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7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张成林 主编：陈奕霖

美编：孙发强 检校：王振文 邝才热投稿邮箱：hnrbllb@163.comA06

践悟
学思

从端午包粽子、赛龙舟，到琼剧新编、老戏新唱，再到身着汉服漫步骑楼老
街……在海南，文化与旅游携手、传统与现代融合、古典与时尚碰撞，新场景新
玩法层出不穷，不断掀起“新中式”旅游热，引爆假日旅游国潮风。

“新中式”旅游是以传统文化为主题，融合现代审美和技术，借助新场景展
现目的地独特的人文风情，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的新兴旅游方式。民
众对传统文化的探求是动力，文旅产业优质产品的供给是关键，二者相互推动
“新中式”旅游的勃兴，使其超出假日经济范畴，蔓延至日常生活的食、宿、行、
游、购、娱。“新中式”已然不止于旅游方式或偶尔为之的仪式，正日渐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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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新中式”是一种文化现象，如梁漱溟先生

所言，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新中式”旅游迅速
升温亦带动食、宿、行、游、购、娱等多样化生活场
景文化消费热度攀升，国风摄影、博物馆打卡、
古村落巡游、非遗集市互动体验等屡上热搜。

百度指数官网显示，“新中式”搜索指数的
整体日均值（30天）为640，资讯指数日均值高
达373214，同比增长31%，20—39岁的群体
尤其是20—29岁的群体是关注“新中式”的主
力军，占比68.02%，影视音乐、教育培训、旅游
出行、餐饮美食、休闲爱好等方面的“新中式”
风格颇受民众的追捧。

由故宫博物院和海南省旅文厅联合主办、
海南省博物馆承办的“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
——苏轼主题文物展”，自2月1日开放至6月
10日东坡2号厅闭馆，共接待观众92万余人
次，全网聚集3408万互动声量，创省博物馆
2008年开馆以来单次展览观展人数新高，已
成今年上半年海南爆款文旅产品。种种数据
表明，“新中式”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蕴
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新中式”的流行一方面体现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积淀，另一方面也体
现了当今社会文化创造的丰沛活力，但若想让

“新中式”在海南火起来并继续火下去，离不开
市场作用的发挥。其中，产业供给是关键。首
先，以旅游业为抓手推动“新中式”融入百姓生
活。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从
传统六要素到十二要素，再到“旅游+”和“+旅
游”，旅游业的外延不断扩大，“新中式”借助旅
游业内在的结构和产业链条能够无缝对接民
众的日常生活。其次，以文塑旅强内核。“新中
式”的内核是传统文化，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挖掘，凝练其特色，才能为文旅企业提供原
生性灵感和资源，以及符合现代审美的创新表
达，由此才能提升“新中式”文创产品的品质，避
免国风元素的滥用堆砌拼
接、低劣的模仿和
跟风，通过系
统化的元素

统筹支撑现代化的产品设计，让“中国味”融入
细节，让“中国情”浸润人心。再次，以旅彰文塑
品牌。旅游目的地和文旅企业的角色不只是
被动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是通过创造有丰
富文化内涵的差异化产品培育和引导消费需
求，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一方面，通过
打造文化IP、挖掘节庆活动潜力等塑造品牌，
将文化亮点变成经济热点，另一方面，充分发挥
品牌效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国风”持久绵延。

【作者田宇系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讲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戴逢国系海南师范
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中心主任、海南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海
南省廉洁文化研究基地副主任；本文系海南省高

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Hnjg22-46、
Hnjg22-34）阶段性成果】

温暖的围炉、
古朴的茶具、精致

的茶点，蜜橘、红枣、花
生、地瓜、菠萝、甘蔗、龙眼等小食随炭火烘烤
滋滋作响，沸腾的茶水氤氲起悠悠茶香，空气
中包裹着阵阵香甜，三五好友围炉而坐把茶
言欢，颇有“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斗晴
窗”之意境，源自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围炉煮茶
蔚然成风。与此同时，寺庙咖啡横空出世，清
幽的寺庙，木质门窗，隐隐的香火气，淡淡的
海风，融入古建筑剪影的咖啡杯，每一种咖啡
的名字，都是一句禅语，每一口咖啡，似乎都

藏着禅机。
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咖啡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围炉煮茶、特色咖啡
无疑是古今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体现了年轻
一代对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创
新面向的认同与践行，这也是“新中式”建构的
内在逻辑。文化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

“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
的综合体”，每一代人总是在继承、发扬前人留
下的文化基础上与自然发生联系，因此，文化
越发达，人借助文化对自然产生的作用越大，
而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越间接。“新中式”的走

红，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现代人对自身游离于
传统之外带来的“无根”生活表象的自省，以及
通过激活日用而不觉的传统元素，祛除遮蔽，
揭开其与传统文化的深层关联，探求生活的意
义并安顿自己的积极尝试。此外，间接联系绝
不是断裂，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根脉的古今贯
通，根脉的基因密码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的核心思想、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由此看
来，与其说“新中式”传递的是“情绪价值”或“新
烟火主义”，不如说其承载了“中和泰和”的生活
理念，赋予现代人在快节奏的生活和焦虑的心
理状态中达成与自身和解的途径与空间。

《尚书正义》有云：“冕服
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可以说

“礼仪之大”“章服之美”是华
夏民族的表征。当下，Z世代
的年轻人将新中式服饰之美
玩出新花样，从庄重典雅、飘
逸灵动的汉服到款式简约、纹
饰考究的马面裙，再到以“刺
绣云肩搭学士服、八破裙配簪
花帽”为特色的国风毕业服，

“年华灼灼艳桃李，结发簪花
配君子”的历史仿若照进现
实。然则，其频频出圈的背后
是新时代青年对“新中式”美
学的认同与青睐。

“新中式”美学是一种生
活美学，新中式的盛行意味着
中国式生活美学的复兴。其
并不囿于服饰，而是涵盖家
居、餐饮、建筑、美妆、音乐等
方方面面，鲜奶现制中国茶、
悠扬婉转的古风歌曲、建在博
物馆里的宝藏民宿、民国风南
洋调的老茶铺、禅茶古韵的酒
店建筑等均能窥见“新中式”
美学的身影。“新中式”美学的
内核是以今释古、熔古铸今。

“新”是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
表达形式，“中”是时代语境错
位下仍具有高度价值契合性
的传统美学要素，“式”是由传
统美学返本开新的方式方法提
炼而成的当代模式。因此，“新
中式”美学并非古今的简单叠
加抑或中外的机械拼接，而是
内在审美风范与价值指向贯
通一致的前提下对旧有要素
的平移、变形与
重组，是对传统美
学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体
现着年轻一代对
传统美学理解的
自我表达和创新
践行。

新中式内蕴
传统美学的当代重构

新中式彰显传统文化的精神外溢

新中式昭示文化消费的强势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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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继华 张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非遗生成于乡土，乡村是非遗留存表达的
重要区域和动态传承载体。非遗的再生设计可令其
在高效保护传承的同时蜕变重生，提升文化和经济
价值。近年来，海南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遗工
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省第八次党代会要求，积极
推进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非遗再生设
计成为推动海南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非遗再生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成效初显

健全政策法规，推进非遗在乡村振兴中落地生
根。海南2021年制定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保
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扶持建设
非遗特色村镇、街区。2022年7月实施《海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规定》。此外，海南修订《海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加强传承
人才培养。制定《“技能自贸港”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支持高等学校、职业学校聘请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兼任实习指导教师。五指山市实
施非遗传承人才培养“青蓝工程”；白沙举办传统服
饰技艺培训班，各项工作成效较好。

挖掘乡村文化，非遗特色品牌逐步创立。海
南充分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推动非遗的再生设计
和利用，打造特色文化品牌。陵水椰田古寨、保亭
槟榔谷等旅游景区以非遗为主要再生设计元素进
行打造；呀诺达、南山等景区设立非遗集市。各地
开发非遗研学课程、开展非遗研学旅游路线设计
大赛。全省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村16个。
建成白沙、五指山、乐东黎锦技艺传统工艺工作
站。保亭、白沙等市县设立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
护区，助力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双世
遗”申报工作。

搭建创新平台，推动非遗再生设计成果“出
圈”“出海”。海南师范大学依托省旅文厅“搭建运
营黎锦设计师及设计服务平台项目”，通过对传统
非遗“造血式”创新设计转化，为海南非遗“出圈”

“出海”提供智力支持。2023年6月，海南师范大
学主持设计的“根与魂—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演”在澳门博物馆展示。2023年10月，海南非
遗再生设计成果亮相四川成都“第八届中国成都
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非遗再生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的短板

非遗再生设计与乡村文化结合不足，难以多
维度助力乡村振兴。目前，我省开展非遗再生设
计助力乡村振兴建设的工作主要是非遗及其相关
文创再生设计衍生品的展示售卖，难以在乡村形
成由点及面的多维度发展。非遗传承人知识储备
不足，大多不具备创新设计能力；设计从业者又难
以准确把握非遗技艺及其载体的历史文化价值，
非遗助力乡村全面文化振兴、人文艺术振兴、环境风貌振兴等
效果不佳。

再生设计转化应用理论与实践结合有限，非遗价值无法全
面呈现。国内非遗再生设计助力乡村振兴可参考案例不多，海
南非遗传承相关理论研究多偏重单个非遗项目的传承创新路
径探索，关于非遗助力乡村振兴设计转化应用的理论体系建构
及设计实践不足，导致非遗再生设计产品无法全面呈现非遗的
文化、社会和经济价值。

非遗再生设计创新性不强，不能形成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
品牌效应。海南非遗形成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范例有五指山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非遗工坊等，但非遗设计衍生品类别和
设计风格上同质化严重，且多局限于借助非遗呈现载体的“外
观形态”，或简单照搬非遗图案，鲜少赓续非遗文脉和转化精神
内涵的代表性产品，没有能够“破圈”的现象级产品，未形成品
牌效应支撑区域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发展。

非遗再生设计赋能海南乡村振兴的建议

重视顶层设计，让非遗再生设计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
动力。海南应依托乡村非遗技艺、聚落生态、民族文化等乡村
资源，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用非遗再生设计做好非遗“两创”，讲
好海南故事；研究制定《非遗促进乡村振兴实施意见》，以黎族
传统聚落民居及再生设计为重点，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发展“非遗+乡村旅游”产业，将“非遗+乡村旅游”塑造成海
南名片；推出一批重大项目，支持非遗再生产品设计实践，赋予
海南民族文化和乡土文明新的时代价值。

设立非遗再生设计示范村，由点及面带动乡村产业振兴。
在海南落实“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做好非遗特色示范村
创建；重视非遗文化挖掘和再生设计品牌塑造；以地方非遗再
生设计、活态展演为亮点，构建民族民俗旅游群落；开展“一村
一品”乡村非遗研学和闲适旅游。可优先在东方白查村、五指
山初保村等原始聚落形态保存相对完整的传统村落开展非遗
再生设计试点，由点及面推动乡村旅游等产业振兴。

丰富非遗再生设计数字化传承路径，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明的深度融合。搭建省非遗再生设计数字化展示平台，补足
省群众艺术馆、省博物馆的非遗数字化展示平台记录和保存之
外的赓续创新功能；制定省《非遗再生设计虚拟现实技术研究
计划》，加大经费支持并设立专项课题研究；推进非遗技艺再生
设计精品线上课程建设。

提供人才和经费保障，让非遗再生设计产品量质均升。
人才和经费保障方面，引进研究生以上非遗+艺术专业人才；
探索认定非遗传承应用代表性团队；南海育才项目增设非遗
设计人才培育项目；建立非遗传承人长效培训机制，融入非遗
美育和再生设计技能培养；鼓励高校和职校开设非遗再生设
计专业课；完善非遗再生设计人才评价机制；在科研、教改年
度课题中增加非遗再生设计专项。品牌建设和产业发展方
面，打造具有国际视野、国内文化认同度、审美认可度的非遗
再生设计形象和文化品牌。在环岛旅游公路线路上打造一站
一品“非遗驿站”；推进海南“设计之都”建设，发展“非遗再生
设计+”特色产业。

（作者孙继华系海南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省社科院自贸港研
究所所长；张引系海南师范大学
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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