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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形式多渠道开展廉政文化宣传教育  

摘自：《反腐败导刊》2004年第8期  

文 ／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陈敏尔  

  廉政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文化大省和“平安浙江”的重要方面，是新时

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扎实开展廉政文化的宣传教育，为廉政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

和文化条件，是宣传思想战线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  

  我们要结合实际，不断丰富廉政文化宣传教育的内容。  

  要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不

断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加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学习，引导党员干部牢固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

所谋；加强党性修养，引导党员干部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念，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

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侵蚀，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要通过社会性的廉政道德宣传教育，引导干部树立良好的从政道德，形成良好的自我心理约束机制，从思想根

源上铲除腐败。一要大力弘扬从政美德，激励干部群众积极向上。要继承和颂扬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同时，要更加

关注改革开放新时代涌现出的无数可歌可泣的廉政人物和事迹，通过树立一批勤政、廉政、优政的典型，树立一批

为民、务实、清廉的典型，形成学习先进、褒扬先进的良好氛围，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和

蓬勃朝气。二要强化基本道德观念，引导人们养成羞耻之心。要加大社会舆论谴责腐败的力度，让干部群众“明德

知耻”，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要及时清除与廉政相悖的思想观念，彻底摒弃“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腐败”、

“腐败可以搞活经济”等谬论，切实肃清思想上的流毒。三要加强道德监督，让干部心中有所畏惧。  

  要深入开展“艰苦奋斗、廉洁从政”教育，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不断为廉政文化注入新的内涵，认真做到

思想艰苦、工作艰苦、作风艰苦。思想要艰苦，就是思想不能有惰性，要多学、多思、多谋，不断有新思路、新办

法；工作要艰苦，就是要静得下心来，沉得下身去，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作风要艰苦，就是不追求形

式主义、不讲究奢侈浮夸、不搞铺张浪费，扎实简朴、勤俭节约。  

  同时，着力开展腐败风险意识的宣传教育，一方面要在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和警诫的基础上，不断加强自我教

育，不断增强廉洁从政的自律意识，居安思危，关口前移，把拒绝金钱、美色看做事关身家性命的大事，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做到谈钱不乱心，见钱不贪婪，赚钱不越轨，有钱不奢侈，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另一方

面，要面向社会，面向广大群众，采取多种形式深入浅出地宣传，加强公众对腐败危害性的认识，适时在学校和公

共部门推动开设反腐败课程，在社区开展各种形式的廉政教育，培育清廉自律的社会基础，提高全社会反腐败的整

合力。  

  党纪法规是约束党员干部的外在力量和制度保证，是党员干部应该共同遵守的廉政规范。要深入进行党中央和

省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深入进行以《两个条例》为重点的党内重要法规的宣

传教育，深入进行廉政建设相关法律法纪的宣传教育，努力做到人人皆知，人人皆晓，人人皆行，不断提高干部群



众廉洁自律、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正确的廉政文化宣传导向和丰富的教育内容，需要有效的实现形式。在开展廉政文化宣传教育实践中，要因地

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积极探索多种宣传教育形式和载体，不断增强廉政文化宣传教育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广大宣传思想战线的干部要努力增强自身的文化素质，深入探索廉政文化建设的规律，运用多种方式，

统筹多种资源，开拓多种渠道，推动廉政文化宣传教育不断深入。  

  加大理论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廉政文化的内驱力。注重各级领导干部的廉政思想教育，把廉政文化作为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运用培训会、报告会、读书会等形式，把听辅导、议专题、写心得、作宣讲结合起

来，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同时，要通过现身说纪说法、诫勉谈话、任前提醒等形式，加强对干部面

对面的说服教育。注重广大干部群众廉政知识的宣传和普及，通过开展知识竞赛、征文、讲座、展览等形式，组织

制作一批优秀廉政理论电视专题片，撰写一批重点廉政理论文章，编写一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廉政理论读本，

使廉政理论入耳入脑入心，真正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注重廉政文化的理论研究，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社科研究

机构的优势，立足浙江廉政建设的实践，针对实际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确定一批廉政文化理论的课题，

组织力量集中攻关，为不断提升廉政文化建设水平提供理论保证。  

  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增强廉政文化的影响力。充分运用现代媒体，组织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切实加大

廉政文化的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明确廉政文化新闻宣传的重点，紧紧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围绕中央和省委关

于廉政建设的重大决策和重要部署，围绕建设“平安浙江”的进程，大力宣传全党全社会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进展、

重大成果，大力宣传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任务和要求，大力宣传各地各部门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好做法、好经

验。进一步探索廉政文化新闻宣传的形式，通过开辟专栏、专版、专题，刊发刊播言论、消息、漫画、公益广告，

建立廉政文化主题宣传网站、网页等方式，多用群众的鲜活语言，多用群众身边的生动事例，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多反映群众的切身感受，多写深入浅出、简洁明快的报道，使廉政文化的新闻宣传既有舆论声势、又有思想

深度。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通过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进行有力的监督，对腐败

分子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对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导向作用。  

  加大文艺作品创作与传播力度，增强廉政文化的感染力。积极做好廉政文艺作品的创作规划，选择一批符合时

代和群众需求的廉政文化创作题材，确定一批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重点项目，精心组织创作生产。积极推动廉政

文艺作品的有效传播，通过电影、电视剧、戏曲、图书、电子产品等艺术形式，组织各种各样的展映、展播、展

演、展览，使廉政文艺作品贴近大众，走进生活，塑造可亲可敬、可歌可泣的艺术形象，唱响反腐倡廉的主旋律和

正气歌，使干部群众在享受文化、参与文化中受到感染、接受教育。  

  加大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力度，增强廉政文化的渗透力。要突出活动的层次性，针对广大党员干部、普通群众

特别是大学生和未成年人等不同群体，针对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非公有制企业等不同领域，加强分类指导，有

针对性地策划教育活动的内容、方法和形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做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突出活动的贴近性，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活动，把廉政文化融入到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

化、广场文化等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之中，融入到文明城市、文明行业、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让干部群众在亲身体验和参与中增强对廉政文化的认同感和亲和力，增强廉政文化宣传教

育的渗透力和影响力。突出活动的特色性，深入挖掘廉政文化建设的传统历史资源，挖掘本地本部门的特色文化资

源，与时代的要求相结合，努力形成廉政文化宣传教育的特色品牌。  

  加大典型宣传力度，增强廉政文化的导向力。要善于发现典型、总结典型、宣传典型，树立一批各行各业各条

战线涌现出来的反腐英雄、勤政廉政模范人物，总结一批反腐倡廉的先进事迹，组织和动员新闻媒体和各种社会力

量，广泛开展事迹报告会、展览、宣讲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宣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要善于

把握典型宣传艺术，多挖掘群众身边的典型，多宣传先进典型平凡之中见伟大的事迹。要善于运用警示教育的方

法，把正面宣传与反面警示结合起来，把握适度，掌握时机，通过曝光一批反面典型、违纪案件，既坚决揭露各种

腐败行为，又注重吸取腐败案件的教训，充分发挥其震慑腐败分子、教育社会公众的作用。（本文系陈敏尔同志在

全省廉政文化建设座谈上书面讲话的摘要，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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