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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
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
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
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第十届、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的遗

体，14日在北京八
宝山革命公墓火
化。

吴邦国同志因
病于2024年10月8
日4时36分在北京
逝世，享年84岁。

吴邦国同志病
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强、赵乐
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
正、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
过各种形式对吴邦
国同志逝世表示沉
痛哀悼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慰问。

14 日上午，八
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哀乐低
回。正厅上方悬挂
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吴邦国
同志”，横幅下方是
吴邦国同志的遗
像。吴邦国同志的
遗体安卧在鲜花翠
柏丛中，身上覆盖
着鲜红的中国共产
党党旗。

上午9时30分
许，习近平、赵乐
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
等，在哀乐声中缓
步来到吴邦国同志

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吴邦国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吴邦
国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吴邦国
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
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吴邦国同志生前友
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吴邦国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
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吴邦国同志
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吴邦国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10月14日，吴邦国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韩正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这是习近平与吴邦国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
问。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日电 文运同国运相
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在党领导中国文艺
为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
而奋斗的征途上，2014
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
艺工作座谈会是一座继
往开来的里程碑。习近
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战略高度，深刻阐述和
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如何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重
大问题，为新时代文艺
事业锚定价值航向，擘
画宏伟蓝图。

十年探索奋进。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引领下，新时代
中国文艺百花园气象万
千、硕果累累，展现出昂
扬自信的时代风貌。

把舵定向：“没有中
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24 年 9 月 29 日
晚，人民大会堂万人大
礼堂华灯璀璨、气氛喜
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同 3000多名观
众一起观看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音
乐会，共贺新中国华诞。

从《黄河大合唱》
《北京喜讯到边寨》等经
典旋律，到《新的天地》
《新征程》等时代华章
……透过一方舞台，山
河壮阔的大美图卷铺展
开来，民族复兴的坚定
足音铿锵回响。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
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
线。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坚持运用
先进文化引领方向、鼓舞士气、凝聚力量。

文艺工作座谈会清晰标定新时代文艺的
历史方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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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期而艰巨
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
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
作者大有可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高度
的历史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深入总结新
时代文艺工作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要
求，深刻回答事关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
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与时俱进
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
众化，将党对文艺工作的认识和实践提升至
新的高度，为繁荣发展新时代文艺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定航向、正导向，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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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创作、论方法，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
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
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讲品位、重艺德，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
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
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

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指出“学古不泥
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
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 （下转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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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东北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长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