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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道德文化引领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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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致力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社会生活领域所面临的道德问题，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要深刻

认识道德文化建设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和自觉发挥我国进行道德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积极探索

道德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打造具有中国气派的道德文化，用道德文化引领社会进步，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伟大事业取得新进步，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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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指

出：“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

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

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1]如何正确认识我国思想道德领域所存在的问题，科学分析道德问题存在的原因，明确未来中

国道德文化建设的路径与选择，需要全体国民下大力气予以重视、研究和建设。 

 

一、充分认识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1.道德文化建设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基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2]，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文

化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基础。 

时下，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所谓“普世价值”日益渗透我

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与我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腐朽思想相融合，深刻冲击着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优秀道德文化

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以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对我国道德文化建设形成极大危害。我们队伍中，尤其

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一些意志薄弱者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垂慕已久，不顾党纪国法和人民的厚望，利

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多吃多占、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生活堕落，沦为可耻的罪人，上行下效，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

最终败坏了社会风气。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深层次问题日益凸显、改革渐入深水区的总体背景下，道德建设关乎党风

政风，关乎人心士气，关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方向。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都更加突出，道德建设应该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2.道德文化建设是确保每一个人健康自由发展的基础 

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基于社会人的进步和发展，当一个社会不能为人的发展进步提供可吸收的道德营养的时候，无疑显

示出这个社会整体建设的错位，也必将深刻影响国家的未来和每一个人自由充分的发展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形成了崇尚集体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念，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

的经济基础由原来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发展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体制。人们的就业形式、生活观念、价

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形、差异性日益增强。市场法则、商品法则严重影响了一些人的

道德判断。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意识形态渗透，促使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为其最终和平演变成功

打下思想基础。社会道德滑坡倾向，必将影响人的自由充分的发展，应当唤起每个中国人的高度警觉和重视。成功建设崇高的社

会道德文化，塑造每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是确保每一个人健康自由发展的基础。 



 
二、我国进行道德文化建设的优越条件 

 

1.我国具有道德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 

中华传统道德精华是新时期道德文化建设的最直接土壤。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感叹的道德伦理文

化，“礼仪之邦”享誉全球，足以引为自豪。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3]讲德性、重品行、行德治

是中国几千年来虽屡遭重创仍生生不息、几经磨难仍繁荣昌盛的文化基因所在。中国古人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

的毕生追求，舍自身、为他人，丢小家、为大家，无数忧国忧民的贤能之士，身处逆境，心系天下，至死不渝，诠释着爱国主义

的不朽光芒。屈原投江，苏武牧羊，闻鸡起舞已经成为了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爱国故事。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当中还有很多

修身、为人、处世的行为法则，永远值得推崇借鉴。这些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保家

卫国、净化社会风气方面曾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今天仍然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当中，深刻影响着社会当中的每

一个人。在对待传统优秀文化的态度上，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中国丰厚而优秀的

传统道德文化，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血脉根源。 

2.党和人民高度重视道德文化建设 

新的历史时期，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前进的道路上，党和人民群众更加重视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将文化建设作为引

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保持人民团结的强大动力。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提出了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思想道德建

设，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武装人民头脑，全力反击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

主义、利己主义的猖獗进攻。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生命。新世纪，党中央要求每一名共产党员要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

浩然正气，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社会一些地区和某些个人所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也深恶痛绝，全社会要求

改善道德状况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上涌现出了像河北青县道德现象、当代活雷锋郭明义、勇救小悦悦的陈贤妹等一系列先进道

德典型。搞好道德建设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国特色道德文化建设，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共同努力

下，一定能够开拓新局面，取得新成就，攀登新高峰，创造新辉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路径 

 

1.富民而治，打造中国特色道德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放眼寰球，我党明确指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

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6]已经越来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诉求，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讲到：“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7]“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但是我们也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两极分化严重正在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社会话题，富裕阶层的生活腐化、挥金

如土与社会中下阶层的就业难、住房紧、看病贵、婚姻晚形成鲜明的反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0年，我国基尼系

数达到0.469，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国民收入差距较大国家行列。在未来的改革当中应当大力发展以关注民生为核心的民生改革，努

力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中国古人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决

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是完全一致的。满足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诉求，使他们有工作、有住房、能结婚、可生育、衣食无

忧、生活幸福是对党、国家和人民负责的唯物主义正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仅是思想上、精神上的，同时也是指导社

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前进思路和发展道路。顺民之欲，富民而治，实现共同富裕，是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必要经济基础。 

2.以创新的精神打造与时俱进的崭新道德文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

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9]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取得长足进步，道德自觉与道德自信已经成为了党和国家治国理政、民生

外交的重要依据。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有之义。新时期具有中国气派的道德文化建设，应该坚定不

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讲改革、勇创

新，在创新中重新发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我国道德文化建设的规律和

特点，在道德文化建设内容、形式和方式方法上不断改进、不断创新。在创新中引导全体国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深入践行“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做到“爱祖国、爱人民、爱

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刊物、网络、歌曲、舞蹈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科学先进的传媒方

式，深入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改变文风，树立宣传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道德楷模，克服

形式主义，防止浅尝辄止，让模范走进人民群众心中，成为大家要学、愿学的英雄。在创新中，让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焕发绚丽光

彩。 

3.共产党人要在道德文化建设当中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 

胡锦涛同志提出：“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0]在有中国气派道



德文化建设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仍然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11]“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2]作为世界第一大党的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言一行都将对全体国民产生极大的示范作用。共产党人的道德崇高必将极大地引领整个

社会风气的好转；个别党员的道德堕落也必将深刻影响周围人群的道德情感。这就要求每一名共产党人事事处处、每时每刻都要

遵纪守法、恪尽职守，严格以一名共产党人的标准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

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13]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复杂、严峻的，共产党人内部一些人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消极腐败、脱离群众的危

险应引起每一名共产党员的重视，要自觉防微杜渐、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只有每一名共产党人都保持高风亮节才能从根本上纯

洁党风政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的共产党人的道德自觉与精神崇高必将会对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根本好转带来前所未有的积极

影响。每一名共产党员要在改革创新中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想群众所想、急民众所需，着力解决好

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认认真真为人民做事，共产党人必将永远得到广大人

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和谐光芒也必将普照大地。 

4.每一个人都要学雷锋，成为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忠实践行者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共同的劳动生活实践创造的，人类道德文化建设过程中每一个人既是剧作者也是剧中人。每一

个人对于整个社会道德文化风气的好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每个人都要做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忠实践行者。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要求：“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14] 雷锋精神以其奉献、敬

业、创新、创业的独有品质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珍视的精神食粮。雷锋精神的可贵就在于他鲜明的“在个人平凡中彰显

伟大”的特色，每一个人都可学可做，都一样可以做到崇高伟大。雷锋身上所闪烁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呼唤人们拥有的

精神，也是每一个人走向成功应当具备的精神品质。用雷锋精神呼唤起全体国人内心的道德良知，激发全民族的道德热情是合乎

时代要求的应时之举。讲道德、重品行、当好人、做好事，应当成为每一个人常态化的生活准则。“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

天”，让学雷锋真正成为每一个人生活的必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创造道德光辉的过程享受快乐，在享受道德阳光中弘扬更多

道德精神，让心灵在道德滋润下健康向上，让事业在道德引领下正确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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