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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平台载体，扎实推进理论学习、宣传

研究、阐释等各项工作，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以理论保持政

治坚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实际行

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

牢全省上下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把贯彻落实《中

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抓手，围绕防范意识形

态领域风险，建立常态化舆情处置等工作机制，严格执行

《 党 委 （ 党 组 ） 意 识 形 态 工 作 责 任 制 正 面 清 单 、 负 面 清

单》《关于进一步加强舆情应对处置工作的若干举措》，

积极推动、确保全省文化建设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筑牢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聚民心：要让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曾 经 讲 ： “ 文 化 是 一 个 国 家 、 一 个 民

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具有聚

民心使命和作用。聚民心就是要让文化发挥理想、信念作

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起到凝魂聚力作用，从

而筑牢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的思想基础。任何政

党的前途和命运都取决于人心向背。聚民心首先在于必须

要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入情入理地向群

众讲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把党和国家的意识变为人民

的意识，把党和国家的自信转变为人民的自信，把党和国

家的奋斗目标变成人民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引导群众，以

文化感染人，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聚民心就要以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民

族文化心理、形成人民共同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中华

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实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在

新时代突出强调的中华民族的团结性与共同性，是对中华

民族内在精神性要素的确认，是要在人心和灵魂层面上将

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巩固下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要将各民族更好地团结起来，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

凝为一体，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之成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之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让我们认清民族共同的文化根

源，认识到民族共同意识形态，从而拥有共同精神家园。

这种认同感就是要认识到汉族与少数民族共构中华文明、

中国文化。认识到中华民族不仅在国内发展，也在海外繁

衍生息。海外华侨华人群体是中华民族的构成，他们传承

中华文化，与祖国保持密切联系。

育新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讲，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

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

层面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从公民层面回答了

我们要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问题。

2022月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

时强调：“广大青年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

者、积极传播者、实施公民模范践行者，向英雄学习、向

前辈学习、向榜样学习，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

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

毅前进。”为此，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

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要在弘扬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

色资源培育、涵养时代新人。从2021年7月19日起，《人

民日报》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专栏，展示我们党百年创建的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在陕西土地上孕育出了伟大的延安精神、照金精神、

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西迁精神，蕴含着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等思想精髓。

要 通 过 道 德 建 设 弘 扬 中 华 传 统 美 德 ， 加 强 和 改 进 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

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

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在全社

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

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在社会加强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为此，建立健全了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印

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实施纲要》。弘扬英雄模范精神，设立烈士纪念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营造崇尚英雄、捍卫英雄、

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

陕西积极呼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社区、进农村、

家庭、企业、学校，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大力选

出 “ 时 代 楷 模 ” “ 三 秦 楷 模 ” 等 先 进 典 型 ， 推 进 诚 信 建

设，健全志愿者服务体系，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兴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由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奠定在中华

五千年文明和文化基础上，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

民伟大社会实践与理论探索而创造出的新文化。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进行了系统建构，为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提 供 了 深 厚 的 文 化 支 撑 和

坚强的制度保障。革命文化是在革命年代形成的文化，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是中

国革命事业的精神遗产和文化传承。毛泽东曾讲“革命文

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是革命的思想准

备 ； 在 革 命 中 ， 是 革 命 总 战 线 中 的 一 条 必 要 和 重 要 的 战

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植 根 的 文 化 沃 土 ， 是 当 代 中 国 发 展 的 突 出 优

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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