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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扶贫办：预计今年底约 95%贫困人口将脱贫

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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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核心

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内在

统一关系时指出 ：“核心价值
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
软实力建设的重点。 这是决定
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

要素 。 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
力 ，从根本上说 ，取决于核心
价值观的生命力、 凝聚力、感
召力。 ”这一论述，以“灵魂”的
重要定位，凸显了核心价值观
的思想导向和引领作用，需要
我们深入学习和思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基本内容是“三个倡导”：在国
家价值目标上， 倡导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在社会价值取
向上 ，倡导自由 、平等 、公正 、
法治； 在公民价值准则上，倡
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土壤和基础，大
胆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高扬主流价值理想。 这 24 个
字，既体现了通俗化、大众化，
也反映了现阶段全国人民价

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反映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期待。

承载着 “两个巩固”、“中
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 巩固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
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体现“两个巩固”的要求，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主心
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表
述，从国家价值层面充分展示
了“中国梦”的具体内容。

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髓要义。 牢固的核心价
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 。 博
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
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 仁爱 、
民本 、诚信 、正义 、大同 ，这
些思想积淀着我们民 族 最

深层的精神追求 ，蕴含着丰
厚的道德资源。 不忘本来才能
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
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
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 能够更好地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

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

为我所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持以我为主，大胆学习借
鉴，明确提出“自由”、“平等”、

“民主”等价值元素。 中华民族
历来海纳百川、 兼收并蓄，这
些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社会
主义应该高扬的价值理想的

旗帜。
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

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
定，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 为
此，我们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

气、 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抓
紧抓实抓好。

这是当前国际国内深刻

变化的需要。 当下 ，世界范围
内各种价值观交融较 量 加

剧 ， 国内思想潮流多元多样
多变 ，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
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迫切需要加大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度，发
挥团结 、凝聚的作用 ，引领社
会思潮。

这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的需要。 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
观 ， 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
转、社会秩序得以正常维护的
重要途径。 当前综合国力和社
会活力显著增强，但是也面临
诸多新课题、新矛盾、新挑战。
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

标，迫切需要构建有效整合社
会意识的核心价值观，树起一
面精神旗帜，形成强大的整体
合力。

这是全面提升社会道德

水平的需要。 当前，全社会人
心思上 ，人心向善 ，道德素质
总体有所提高 ，但是 ，与道德
要求相悖的社会问题和道德

失范的现象，仍然多发。 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是要倡导真善美，推进公民
道德建设工程，开展好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
品德教育， 推进政务诚信、商
务诚信 、社会诚信 、司法公信
建设 ，培育自尊自强 、理性平
和、 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建
设我们美好的精神家园。

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

作用， 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
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 、 领悟
它 ；要从娃娃抓起 ，从学校抓

起，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
夫。 高校是立德树人的地方，
更是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主阵地、着力点。 这
就需要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教

育全过程 。 要以课堂为主渠
道，使“三个倡导”伴着丰富的
载体 ，进教材 、进校园 、进头
脑 ，让师生们熟记在心 ，耳熟
能详；要使青年学生通过思政
课 、讲述中国故事 、找身边的
好人等，引发共鸣，增强认知，
见贤思齐 ，择善而行 ；要突出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阐释“三个倡导”，讲清楚深
远意义、深刻内涵、时代特征，
讲清楚历史底蕴，讲清楚古今
中外主流价值观的异同，解疑
释惑，积极回应对热点难点疑
点问题的关切。 同时，还要以
喜闻乐见 、丰富多彩 、接地气
的特色和方式，推出更多更好
的校园文艺作品 ， 歌颂真善
美，传递正能量，增强传播力，
使广大师生获益。

10 月 11 日，
全国第七届大中

城市联合招聘高

校毕业生秋季巡

回招聘会 “昆明
站”活动在云南民
族大学雨花校区

举行， 来自安徽、
吉林、广东、河北、
贵州、上海的 39家
企业以及云南省内

的 230余家用人单
位参加招聘会，为高
校 毕 业 生 提 供

4000余个岗位。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2019年新闻采编人员岗位培训考试

10月 28日起开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

电（记者 史竞男）国家新闻出
版署日前下发 《关于开展
2019 年新闻采编人员岗位培
训考试的通知》。 全国新闻单
位采编人员岗位培训考试内

容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 新闻伦理与政策法
规、新闻采编业务等。

通知要求 ， 报纸出版单
位、期刊出版单位、通讯社、广
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电影制
片厂、纳入新闻记者证核发范
围的 14 家中央主要新闻网站
等新闻单位持新闻记者证记

者和 2020 年 1 月 1 日前获得
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定的新闻

采编从业资格的人员均应参

加岗位培训考试。
通知明确岗位培训考试

采取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培
训由各新闻单位自行组织完

成，主要采取集中学习和个人
自学自测相结合、理论学习和
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集中
学习时间不少于 24 个学时 。
10 月 27 日前，各新闻单位应

按要求自行组织完成培训。
考试为闭卷考试。线上考

试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28 日
至 11月 10日， 如考试不合格
或未能按时参加考试， 可参加
线上统一补考，补考时间为 11
月 20日至 30日。已在“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完成认证，需参加
线上考试的新闻单位， 要在规
定考试时间段内自行组织所属

新闻采编人员通过“学习强国”
手机客户端“新闻采编学习”栏
目考试系统进行考试和补考。
无法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行认证且确实不具备线上

考试条件的新闻单位， 须于 10
月 28 日前向所在地省级新闻
出版管理部门提出线下考试申

请，线下考试时间、考务要求等
事项另行通知。

通知要求， 各新闻单位应
成立专项工作小组， 保证考试
公平公正进行。 为保证培训考
试效果，“学习强国” 手机客户
端“我的”板块“新闻采编学习”
栏目提供了题库练习。 考试合
格且持有新闻记者证的人员可

按程序申领新版新闻记者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
电 （记者 侯雪静 ）国务院扶
贫办主任刘永富 11 日表示，
预计到今年底， 全国 95％左
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

现脱贫 ，90％以上的贫困县
将实现摘帽。

刘永富是在 11 日举行
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作的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上

作出上述表述的。
刘永富说，再经过 2020

年一年的努力， 困扰中华民
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将

得到历史性解决， 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政治优势。
刘永富还介绍了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

重要论述取得的积极成果 。
他说， 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
扶贫办自 2016 年以来，连续
四次召开研讨会， 交流学习
研究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

成果。 同时，国务院扶贫办还
组织开展了领导干部征文活

动和社会征文活动， 开展系
列理论研究， 形成了一批研

究成果。
刘永富表示， 习近平扶

贫重要论述明确了脱贫攻

坚的目标任务 ， 阐述了脱
贫攻坚的基本方略 ， 保证
了脱贫攻坚的正确方向 ，
指引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进展 ，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 ， 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
了中国智慧 。 我们要深刻
领会精神实质 ，内化于心 、
外化于行 ， 推动脱贫攻坚
取得全面胜利。

秋秋季季招招聘聘进进校校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