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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

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 文明

的成长。

我们 常说，中华 民族 的 伟大 复

兴，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创造奇迹，

也要在精神文化上书写辉煌。今天，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换发什么

样的精气神，才能引领思潮 、凝 聚共

识、攻坚克难？在追逐中国梦的伟大

奋斗中，弘扬什么样的价值 观，才能

使我们的国家 、民族、人民在 思想和

精神上更加强大？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

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从国

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

向和价值准则。这三个“倡导”，勾绘出

一个国家的价值内核、一个社会的共

同理想、亿万国民的精神家园，在全社

会激发其强烈的共鸣。

物质贫乏不是 社会主义，精神

空虚也不是社会 主义。发 展起 来以

后 的 中 国 ，对 精 神 信 仰、伦 理 道 德 、

社会风 尚的关 注更 甚以往，对 主流

价 值 和 共 同 信 念 的 归 属 感 尤 为 强

烈。倒地老人“扶还是 不扶”的热烈

讨论，折射出人 们对 道德良知的珍

视与焦灼；教育 公 平 、就业 公 平 、司

法公正 一再成 为舆论焦点，道出 了

人 们 对 社 会规则 的态度和期望；构

建现代文明的 国家 理念，体现了 为

公民营造踏实的幸福感、让国家铸

就更强软实力的 理想 和追求。人生

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 识引 领，

发 展需要 价 值 导航，三 个“ 倡 导 ”的

指导要求，正对应这 三个层 面的时

代要求，可谓大势所趋、正当其时。

这是党 的十八 大以 来，社会主 义核

心价值观引发热议、产生认同、赢得

共鸣的原因所在。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贫

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

空虚。失去了理想信仰，内心没有约

束，行为没有顾忌，再多的外部要求，

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丢失了

主导价值，没有了明确准则，冲破了

道德底线，再丰裕的 物质生活，也难

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重要

内涵，就是在群求国家的价值内核、

实现社会的共同理想、构建国民的精

神家园。在这样的意义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人生奋斗的梦想之舵，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钙，是当代中国

的兴国之魂。从知与行的角度，发掘

每个人心底蕴藏的善良道德意愿、道

德情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

化为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意识，外化为

群体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才能产生凝

聚力、焕发战斗力，实现全面 深化 改

革的思想基础。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将

社会 主义核心 价值 观的教育宣传 活

动，融 入国民教育 和精神 文明建设

全过 程，同改革 开放 的实践 经验 和

伟大 成就联 系起来 ，同全面建成小

q 康 社 会 的 奋 斗 目 标 联 系 起 来 ，我

们就能不断形 成更 加广泛 的价值认

同，不仅为国家发 展助力，更 为民族

进步铸魂。

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需要每个

公民的协力；打造奋发的时代气质，

离不开亿万人民的参与。

今日中国，“到此一游“出动深刻

反思，”扶起老人“引发的热烈讨论，

无不折射国人对到的良知得珍视、对

高尚品格的向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倡导的“爱国、敬业、诚实、友 善”，

正是从公民层面提出的价值准则，涵

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等各个方面，每一个公民都

应当树立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

再大的社会，也是由个人组成。

个人的价值选择，是社会价值观念的

基础所在、根本所系。涓流汇海、积土

成山，每个人秉持怎样的道德意愿、

践行怎样的理想信念、追求怎样的人

格品质，决定着一个社会的面貌、形

塑一个时代的气质。积小我为大我、

聚个体为群体、积小气候为大气候，

才能绘就社 会主 义中国 的美 好价值

图景。

回顾历史，“中国奇迹”的书写、

“中国故事”的讲述，都离不开万千胸

怀报国的理想、坚持道德 操守、激 扬

蓬勃朝气的普通人。青春报国、托起

飞天梦的科技 功臣，扎根 农村、带 领

乡亲致富的大学生村官，精益求精、

为“中国制造”增光添彩的产业工人，

殚精竭虑、为服务群众不辞辛苦的基

层干部，一诺千金、宁可散 尽家 财也

决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信义兄弟”

……正是一个个有理想、有情怀、有

担当的个人，支撑起共和国大厦的脊

梁，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根

基，催动着 中华 民族走 向复兴 的步

伐。

当前 ，社会深 刻变革 、开 放不 断

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 独立 性、选 择

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有理想

迷失、信念动摇者，有道德堕落、观念

扭曲着，有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

起，也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

人主义暗中滋长。但越是纷繁复杂，

越要站得住脚跟，越需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思想的压舱石、价值的定

盘星，培育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

有怎样的价值观念，就会有怎样

的行动。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爱国 精神，才能承担时代赋予的使

命；有“善学者能，多能者成”的 敬业

作风，才能把握人生出彩的机会；有

“以信立身、以诚处世”的友善态度，

才能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样的价

值，让我 们能更 好的处理个 人与他

人、个人与社会的 关系，将人生带入

更高境界。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深

化改革重任在肩，民族复兴曙光在前，

每个公民都从自己做起，把握好社会主

义核心观的人生之舵，必能鼓起梦想之

帆、驶好梦想之船，为事业的进步、国家

的前行凝聚起最磅礴的力量。

培育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只是中国社会的最大

公约数，的关系到国内的和谐稳定，更是在塑造中国

的国际形象、国家身份，打造未来的比较优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是中国政治建设和社会建

设的大事。它表明中国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基础

上开始形成价值自觉，是中国对社会主义事业从制度、道路到

价值建设的最新贡献，也是传统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融合的

时代成就。

长期以来，国内外有种错误认识，认为中国的成功，内靠

摸着石头过河，外靠搭全球化便车，缺乏自身的价值观，因而

这种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可持续性，由此滋生中国威胁论、中

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等种种言论。因此，必须讲清楚中国成

功故事背后的价值根源。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以西化为目标，而是既要复兴中华古

老文明，又承担着振兴社会主义制度的重任。我们必须从这一

世界历史高度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意义。

当今中国正处于文明转型中。一是从生产方式讲，从农耕

文明转向工业（信息）文明 ;二是从文明形态讲，从内陆文明走

向海洋文明 ;三是从思维方式将，从地域性文明转化为全球性

文明，真正开创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过程中，核

心价值观一定是大众文明的现代化和东西方文明的大包容。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非“复古”,复古解决不了今天中

国面临的问题，也不能应对世界挑战。更非简单“接轨”,因为

西方国家的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可谓自顾不暇。一些国家甚至还

希望中国闯出一条崭新的道路，然后与中国接轨。中华民族的复兴，包括

了复兴、包容、创新三个内容；复兴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走向海洋、走

向全球、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 ;包容西方文明，通过相互包容，既包容西方

价值，又为西方价值所包容，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 ;创新人类文明，实现

人类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对人类的价值贡献，是中国人对人

类文明所做的郑重承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就在于知行合一。

一些西方国家，对内行民主、对外搞强制，这种双重标准语虚伪性，便其国

际形象与信誉大打折扣。欧洲多国领导人今年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