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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如何建立科技文化与思政工作的良性互补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增强文化软实力。科技文化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我国的文化软实
力。这次疫情期间更是让每一位群众都感受到了科技文化带来的便捷。搜索引擎、即时通信、短视频新闻等互联
网应用加速了人们之间的信息共享；舆情地图、疫情风险等级查询、智能辟谣等信息通过数字平台实时发布，并在
用户间实现裂变传播，有效避免了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谣言滋生。科技文化的发展路径与未来方向到底如何，
值得我们去探究。思政工作一直是国家、企业、学校等关注的重点，如何利用科技文化手段，助力思政工作更好地
开展，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该书始终承认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的指导地位，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的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背景，重点研究科技文化及其软实力问题，为我国的思政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本人在进行2017年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西藏县域经济空间关联与区域协同发展
研究”(项目编号：17CGL001)、2018年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引力模型的‘大西安’城市群空间经济一
体化研究”(项目编号：18JKll75)以及2017年西藏民族大学青年学人项目：“基于网络分析视角的西藏县域经济关
联研究”(项目编号：17MDQP02)研究时从此书受益匪浅。

该书首先分析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发展趋势以及科技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多个角度阐述了科
技文化与当前社会生态文明、现代化文明以及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总结了科技文化对现代文明的影响。
文化与科技之间的融合，不仅激发了更多艺术文化的发展方式和生产动力，还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成
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其次，明确地提出了科技文化也是文化软实力中的一种，且科技文化软实力是国家
文化软实力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提出了科技文化软实力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当前我国主要进行以国内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为发展方向，科技文化能够在新格局中发挥极大的作用。最后，分
析总结了科技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概念，科技文化软实力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地位，明确中国特色科技文化软实力
的价值内涵，在调查当前中国科技文化软实力之后提出如何在当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文化强国战略，找到实现
科技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强国战略的路径。在国内大循环中，科技文化力量能够在其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能够
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外循环中，我国实体经济贸易占据主要地位，但科技文化输出却占比较少。未来，文化科
技相融合共同发展进步，充分发挥我国科技文化软实力的积极作用，促进我国对外价值观和内容的输出，使科技文
化软实力与实体贸易一样成为中国对外的核心竞争力。

文化科技融合有助于推动形成多平台赋能、社会参与的现代化思政教育体系。像当今最流行的“学习强国”手
机软件，正是将思政教育和科技文化相结合起来的典范。通过科技手段，将思政教育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数据覆盖
面更加广，覆盖人群也更多，教育的内容从“风云一号”到“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从“天宫一号”到“嫦娥四号
探测器”，从“神工一号”到“神威太湖之光”，可谓是思政融合，学科渗透。五位一体的文化科技融合动力模型可以
更好地理解新时代的文化科技融合。具体来看，即以产业增长为主动力，以“新基建”为底层架构，以场景创新、民
生应用为重点领域，以现代化文化治理体系贯穿文化科技融合全链条。这就要求思政工作要与科技文化进行更多
的融合与互补，通过各种科技文化手段，为思政工作带去新的活力和突破。同时，思政工作也能对科技文化的发展
进行反哺，为科技文化的创新方向提供指引，更好地让科技文化助力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总之，这本书以我
国的科技文化研究为主旋律，在书中对科技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做了全面的阐释，也为思政工作提供了思路和参考，
让思政工作和科技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合，互联互通，形成良性循环，值得我们去阅读和思考。

(张鹏．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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