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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

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
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精神支
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
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
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
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
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需要融入社会生活各
方面，将其转化为人们的情
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真正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强化教育引导是基础。
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
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
人们的自觉行动。一方面，要
切实把教育工作放在第一
位。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
起，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思
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
育各环节，贯穿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
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使学生持续接受
正确价值观的滋养。另一方面，还要用好
榜样的引导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
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实际
行动让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力量，用高
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

用好文化资源是关键。培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守我们既有的
传统、固有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深耕厚培、
延伸发展。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滋养作用，善于用好文化资源，借
助文化的力量，繁荣文艺创作，推出生动
活泼、活灵活现反映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
品、文艺力作，从而更好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建立长效机制是保障。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是基础。通过制度化
措施将核心价值观嵌入群众日常生活，实
现生活化、日常化。我们要坚持德法兼治，
在贯穿、结合、融入上下功夫，在落细、落
小、落实上下功夫，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从而
激发出核心价值观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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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
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

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
民层面的价值要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既凝结着全体人民共

同的价值追求，又蕴含着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是当代中
国精神。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
卫民众的福祉。旧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
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成为近代以来
中华儿女最强烈、最执着的愿望追求。

我们倡导的富强，是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繁荣强盛的有机统一，

是和平发展与共享共赢的崭新模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

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最终能够创造比资本主

义更发达的生产力，更体现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盛起来也永远不称霸”。我们追求的富强，不

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而是希望与

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享和平。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肌体，
协调政治的机能。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价值理
念，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
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们倡导的民主，是真实的民主，没有门槛，不受财产、地位、民族、性

别、宗教等因素限制，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是广泛的民主，

绝不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同时又尊重和照顾

少数人，充分反映和协调各方面的意愿和利益；是高效的民主，既真切全

面地反映人民意愿，又致力于尽快形成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解决实际

问题；是丰富的民主，不仅有选举民主，还有协商民主、基层民主，保证人

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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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倡导的文明，是以道路选择、理论指引、制度建构，追求全方位

的发展与进步。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让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生态文明和制度文明有机统一；坚持开放包容的创新姿态，将古

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兼收并蓄。既不推崇“西方文明至上论”，也不

搞“历史虚无主义”；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我们倡导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和谐的

中国，是民主与法治相统一、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活力与秩序相统一、人与

自然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谐的中国，秉持世界持久的和平理想，心

系人类共同繁荣的命运，担当永续发展的历史责任。

我们倡导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形式上的、虚伪的自由，而是绝大

多数人的、实质上的、真实的自由；不是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绝对

的个人自由，而是受到法律和规范制约、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自由；不是

超越发展阶段和现实承受能力的自由，而是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条

件相适应的自由。社会主义的自由，不只是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

要的是保证人民充分享有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机会，使每个人都能人

生出彩、梦想成真。

我们倡导的平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平等，不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绝对平均主义；是实实在在的平等，不是落在法律字面上的“形式上的

平等”。是要让人人都能公平行使社会权利、履行社会义务、分享社会成

果，政治上平等参与、经济上共同富裕、文化上共建共享，同祖国和时代一

起成长进步。

我们倡导的公正，不只是强调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的公正，而是兼

顾结果正义，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公正。社

会主义社会的各项制度安排，是要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尽最大努力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

的需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倡导的法治，不是片面强调司法独立、推行三权分立，更不是对

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照抄照搬，而是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广

场上的雕塑、橱窗里的花瓶，而是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体现人民意志、保

护人民权益，让法治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

坚强柱石。

我们倡导的爱国，就是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推动国家的繁荣发展

对接，把人生意义的提升同增进最广大人民的福祉相连，不断加深对祖

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就是

让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紧密结合，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民族

发展好。

我们倡导的敬业，就是要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追求崇高的职业理

想，激发积极进取的奋斗热情，秉持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锻造严谨细致

的工作作风；就是要让敬业成为实现梦想的动力之源，以那么一股子干

劲、拼劲、闯劲，续写中国奇迹，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开创

美好未来。

我们倡导的诚信，就是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说老实话、办老实

事、做老实人。激发真诚的人格力量，以个人的遵信守诺，构建言行一

致、诚信有序的社会；激活宝贵的无形资产，以良好的信用关系，营造

“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风尚，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我们倡导的友善，是爱心的外化，是与人为善、与物为善。善待亲人

以构建和谐家庭关系，善待他人以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善待万物以形成和

谐自然生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广聚爱心，乐善好

施，让世界充满爱，是友善的理想境界。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
铸就国家的强盛。“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正是薪火相传的文明火种，孕育了泱泱中华
五千年文明古国。“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文明折射国家发展的境界、社会进步的状态。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
给国家增强活力。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
不同，和谐蕴含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体现着
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也昭示着中国人的社会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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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
义的价值理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
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
属性。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
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王侯将
相，宁有种乎”？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有
过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对平等的
渴望和呼唤，是人心深处最为激越的力量。

公正是捍卫权利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
展的价值准绳。古往今来，人类追求的幸福生
活，只能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社会主
义正是在资本主义不公正的废墟上诞生的，公
正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集中体现着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和道义感召力。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
文明的核心。只有当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
基本方式，自由、平等、公正才会有安全的
避风港。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
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谁不属于自
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中华
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对祖国的
忠诚和热爱，是每一个公民的起码道德，也
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
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
力。正是依靠敬业奉献，中华民族创造了灿
烂的文明。敬业乐业的民族，必定是令人肃
然起敬的民族 ；缺乏敬业精神的社会，难
免被人诟病和轻蔑。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
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现代社会不仅是物质丰裕的社会，也应是诚
信有序的社会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
更应是信用经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失去诚信，个人就会失去立身之本，社会就
会偏离运行之轨。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阳光，它为人际关
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现
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显著区别，就是人与
人的交往突破了血缘地域的限制，构建起
一个“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
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亲善、互助、友爱变得
尤为珍贵。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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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青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青年时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时期。要坚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滋养青年，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
年的价值观决定着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
取向。新时代，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滋养青年，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引导青年在社会实践中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刻
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
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
题。只有深入社会实践，才能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更深刻的感悟。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让广大青年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又要让其深入社会实
践，从社会实践中感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重要作用。要引
导广大青年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拜人民为师，在社会实
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增强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进而转化为自己的
行为习惯。

把青年的创新创造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起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广大青年发挥
聪明才智、不断创新创造提供了良好的环
境和条件。引导青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要善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与广大青年的创新创造紧密结合起来，
动员广大青年牢牢把握时代赋予的机遇，
时刻保持青年特有的创造活力和创业干
劲，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成就一番事业。广大青年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动力，敢闯敢试、敢
想敢干，在党和人民需要时决不当看客，
以少年心气、青春锐气把想法变成做法、
把理想变成现实、把理论变成实践，在创
新创造中贡献自己独特的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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