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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光耀千古、永不褪色。

“ 观 乎 天 文 ， 以 察 时 变 ； 关 乎 人 文 ， 以 化 成 天

下。”今天，我们倡导和弘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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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这24个字，无不渗透着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因素的充分吸收和运用。优秀传统文化包括

廉洁文化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

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和廉洁

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促使党员、干部运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凝结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来明

是非、辨善恶、知廉耻，增强文化自信力、价值判断力

和道德内生力，从而加强自身修养，提升精神境界，涵

养为民情怀，强化责任担当，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自觉做到为政以德、正心修身，保持做人干事的

精神风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

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

让 廉 洁 文 化 “ 活 起 来 ” “ 火 起 来 ” ， 根 本 目 的 就

是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清正廉洁价值观。清正廉洁价值

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

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发展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

必然要求。文化思想阵地，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错误

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同样的道理，腐败问题从深层次来

讲，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不能让廉洁文化根植人心，腐

败文化就会乘虚而入。党风廉政建设，归根到底就是一

场价值观上“以廉为荣”还是“以贪为荣”的较量，是

一场看似悄无声息却无时无刻不在激烈进行的较量。从

历史的教训看，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

乃灭亡”。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中就讲：

“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

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

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而且，“官德

如风、民德如草，风行则草偃”。自古以来，良好的为

政之风、为官之道，对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价值追求

和道德规范都起着引领和典范作用。历史的教训反复证

明，腐败，尤其是自上而下的腐败，会破坏一个国家的

道德准则、价值观念、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造成大范

围的政治混浊、法度溃毁、风气败坏、人心离散、政权

衰 亡 、 国 家 衰 败 。 两 千 多 年 前 ， 西 汉 的 《 淮 南 子 》 就

讲，“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民贫苦而仇争，

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

不 行 ” ， 以 致 “ 风 流 俗 败 ， 嗜 欲 多 ， 礼 义 废 ， 君 臣 相

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尽亡”。可见，最可怕

的 腐 败 ， 正 是 社 会 价 值 观 的 腐 蚀 堕 落 ， 是 “ 腐 败 民 俗

学”或“腐败亚文化”的滋长蔓延，是对腐败现象熟视

无睹习以为常的容忍甚至纵容，是所谓“腐败有益论”

冠冕堂皇的大行其道，是“笑廉不笑贪”的是非混淆黑

白颠倒。毋庸置疑，国人文化传统中讲究人情、关系、

面子的意思根深蒂固，使得“送礼”、“行贿”以各种

堂 而 皇 之 的 理 由 或 明 或 暗 潜 流 涌 动 无 处 不 在 ， 官 商 勾

结、跑官买官更是成为久治难绝的顽瘴痼疾。因此，反

腐败既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较量，是

廉洁文化与腐败文化的持久战攻坚战，必须久久为功，

持之以恒用廉洁价值观挤压腐败价值观的生存空间。

必 须 清 醒 地 认 识 到 ，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越 是 往 深 处 推

进，越需要触动思想灵魂发生“化学反应”，让廉洁理

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

治标，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要靠治本，正心修身，

涵 养 文 化 ， 守 住 为 政 之 本 。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强 调 ， 要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

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加强廉洁文化建设

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必

须深化标本兼治，既善用治标利器，又夯实治本基础，

在 持 续 加 强 “ 不 敢 腐 ” 的 高 压 震 慑 、 推 动 完 善 “ 不 能

腐”的制度机制的同时，不断提升“不想腐”的思想自

觉，净化政治生态，夯实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清

正廉洁的思想根基。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廉洁智慧，必须着眼

于推动建设更加辉煌的现代文明，与时俱进把创

新发展的本领“强起来”，推进传统廉洁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之魂，是文化的魅力之本，也是

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源。文化因创新而辉煌，因发展而精

彩。因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

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

建设更加辉煌的现代文明，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必须坚持在继承中转化，在发展中超越。

人 类 社 会 每 一 次 跃 进 ， 人 类 文 明 每 一 次 升 华 ， 无

不 伴 随 着 文 化 的 历 史 性 进 步 。 正 如 恩 格 斯 在 《 反 杜 林

论》中所指出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

由的一步。”文化既要源远，也要流长；既要根深，也

要叶茂；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是既是现实的，又

是潜在的。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植根历史、历

经千淘万漉，不断积累沉淀、世代传承发展的过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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