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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据新华社）

学习与研究

《周易》居六经之首，而易学有“在蜀”之
称。巴蜀《易》学历史悠久，成果丰富，据不完
全统计，历代巴蜀学人撰有《易》学著作370余
种，现存者尚有160余部之多，构成中国《易》
学史的一大奇观。其中，扬雄《太玄》、卫元嵩
《元包》、李鼎祚《周易集解》、陈抟《易龙图》
（存序）、苏轼《东坡易传》、来知德《周易集注》
等，无疑是中华《易》学的重要成果。《巴蜀全
书》工程通过考察历代正史、方志和目录书
籍、人物传记，发现巴蜀《易》学发生甚早，著

作绵延不绝，虽历经淘汰，犹可考见汉代8种、
魏晋 6 种、隋唐五代 10 种、宋代 160 种、元代
14种、明代30种、清代150种，可谓代有其书，
蔚为大观。程颐说“《易》学在蜀”，全祖望谓

“甚矣蜀之多《易》也”，姜国伊撰《易学在蜀
赋》，刘咸炘称“《易》学在蜀，犹诗之有唐”，谢
无量撰有《蜀易系传》及续篇，当代学人也对
巴蜀《易》学源流进行过考述，学界已形成“巴
蜀《易》学”概念。

（来源：《光明日报》）

巴蜀《易》学价值重估

今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
察调研时，同非遗传承人亲切交流，不时赞赏
他们的手上功夫和工匠精神，鼓励他们秉持艺
术至上，专心致志传承创新。在同中华全国总
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发挥好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
激励广大职工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
劳动中成就梦想。”工匠精神源于“工”这一古

老的职业。《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知者创
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工”的职责就
是造物，精湛的技艺是工匠的立足之本。庖丁
解牛、鬼斧神工、炉火纯青等成语，都是对工匠
技艺的形象表达。秉持工匠精神，人人创新创
优，撸起袖子加油干、驰而不息向前进，就一定
能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
现实。

（来源：《人民日报》）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要论摘编

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
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中
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凝聚人
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新时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深入推
进，取得显著成效。我们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更好用中国精神激发
中国力量。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
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
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
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
本的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坚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方略。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我
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
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团结奋斗
的磅礴伟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
工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
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中
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大任务，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要通过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
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
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不断巩
固和发展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
思想基础。

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个社会
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
取向，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
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
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
共识的核心价值观。”人心是最大的
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人类社
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
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
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有利于正确处理主旋律与多
样化的关系、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
系，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努力寻求最
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最大限
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人，最大程度凝聚全社会
团结奋斗的共识与合力。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内在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
强大的物质力量，而且需要强大的
精神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党在领导亿万人民群众长期奋斗的
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具有深
厚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内在的
先进性、广泛的包容性。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我
们高扬理想信念旗帜，弘扬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提高人民群众思想
境界，丰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用共
同理想信念凝聚民族意志，用中国
精神激发中国力量。

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
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保持民族
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核心价值
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
带，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追
求。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
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
倒、挺立潮头。当今世界，不同文明
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我们必须
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
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
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我们
坚定对自身价值追求的信仰和信
心，巩固文化主体性，不断坚定“四
个自信”，以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自
信心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取得显著成效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
践的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
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
好风尚。”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
要论述，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深入推进，取得显著
成效。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着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

挥政策导向作用，先后制定出台《关
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
见》等一系列指导性政策文件。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日常形
势宣传、成就宣传、主题宣传、典型
宣传、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中，贯穿
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和
文艺作品中，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网上宣传推广。坚持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推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努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丰富营养，更好涵养当代中国人
的精神世界。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
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努力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
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持续强化
制度保障，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
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推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
态化开展、长效化推进。

从倡导到践行，从理念到行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弘扬，人
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
素养显著提升。在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先进模
范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发挥，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深化，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
品德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提
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教化于众，充分发挥凝聚
社会共识、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
要作用。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
精神之钙、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四个自信”明显增
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

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引领作用

新时代新征程，要有新气象新
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
要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引领作用，让全国各族人民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凝聚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大力弘扬以伟大建
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
展史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坚定

“四个自信”，增强坚守共同理想、实
现共同梦想的信心和决心。加强红
色遗址、革命文物和纪念设施保护
利用，用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挥红色旅
游教育作用。用好先进典型这个

“鲜活的价值观”，持之以恒宣传革
命英烈，宣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
最美人物等，宣传各行各业钻研求
索、敬业奉献的典型人物，弘扬榜
样力量。

抓好青少年重点群体，培养堪
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培养堪
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基础教育、高
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各领
域，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进大中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引
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迈
好人生第一步。坚持立德树人、德
育为先，培养创新意识，鼓励青少年
不畏艰险、团结奋斗，肩负起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确保
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
设后继有人。

坚持德法共治，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
理全过程。不断完善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提
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把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精神相融合，培
育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强
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实施
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
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营造崇
德向善的社会风尚。

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的
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立破并
举，树导向、立规矩，对宣扬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言
行，对突破价值底线、颠覆道德认
知、违背公序良俗的现象，坚决抵
制、激浊扬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优化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评选表彰
活动，提升工作实效。创新精神文
明建设方式方法，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潜
移默化成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
习惯。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空
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
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百姓
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

（来源：《人民日报》）

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待续）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是无产阶级和
人类解放，要探寻人类解放的途径，就要发
现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就是关
于人类解放学说和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科学
的高度统一，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和“真
正实证的科学”的高度统一。批判性是马克思
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批判、
政治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科学社会
主义是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的政治结论。
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
主义的高度统一，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
构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这一划分的立足点是既成的事实，而不
是抽象的“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建立在抽
象的“必须”上，而是确实存在这种结合的可
能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属于马克思
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不仅
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更重要
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进入、融入中国
文化中，“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
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
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中国的实践内涵

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智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形
态。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
而且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并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
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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