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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化 建 设
—— 重 要 论 述 摘 编（ 四 ）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

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

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

（1938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2 页

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 10 月

12—1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9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

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

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

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

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

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

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

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

的地位》（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选

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

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

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

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

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1939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

版社 1991 年版，第 660 页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

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

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

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

到胜利。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1

月），《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06 页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

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

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

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

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

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8—1439 页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

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

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

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

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

年 9 月 16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

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6 页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

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

毛泽东：1949 年 9 月 29 日为《新华月

报》创刊号题词，《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 1984 年

版，第 109 页

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

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

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

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

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

有灵魂。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

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

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

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

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

义和自由主义。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1957年7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

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

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

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

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

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的谈话（节选）》（1959 年 12 月—1960

年 2 月），《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

社 1999 年版，第 109 页

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

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

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的谈话（节选）》（1959 年 12 月—1960

年 2 月），《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

社 1999 年版，第 134 页

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

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

主义理想教育人民。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的谈话（节选）》（1959 年 12 月—1960

年 2 月），《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

社 1999 年版，第 136 页

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

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

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

极的贡献。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

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 年 10 月

30 日），《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

社 1994 年版，第 209 页

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

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

风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提高民族自尊

心，还要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

本主义腐蚀的革命品质教育。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

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2 页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

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

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

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

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

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

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

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

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

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

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

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

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

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

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

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

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

团结》（1980 年 12 月 25 日），《邓小平文

选》第 2 卷，人 民 出 版 社 1994 年 版，第

367—368 页

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

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

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

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延安时候我们有什么？物质条件很

差，就靠精神文明。靠有理想，靠坚强的

信念，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在某种情况

下，这种精神有决定意义。

邓小平：1982 年 8 月 10 日会见美籍

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牛满江、葛

守仁、聂华桐等时的谈话，《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38 页

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

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

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

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 年 9 月 1 日），《邓

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版，第 3 页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

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1984 年 6 月 30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3 页

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

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

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

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

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

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

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

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我们说要有理想，主要是两条。第

一条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搞社会主

义建设；第二条是爱国主义，就是要使祖

国兴旺发达，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体

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

邓小平：1985 年 7 月 16 日会见美籍

华人李政道教授时的谈话，《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60—1061 页

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

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

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

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

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

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

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

中迷失方向。因此，我希望党中央能作

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

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

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

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

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

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

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

议上的讲话》（1985 年 9 月 23 日），《邓小

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46—147 页

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

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

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

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

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

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

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

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

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

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

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

邓小平：《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

起来》（1986 年 11 月 9 日），《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0 页

我们要坚持建党几十年来最好时期

的传统，就是要艰苦奋斗，谨慎办事，兢

兢业业。

邓小平：《十三大的两个特点》（1987

年 11 月 16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

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9 页

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

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

腐败现象。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

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 年 6 月 9 日），《邓

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版，第 306 页

要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进

行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

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巩固和发

展人民内部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

会主义新型关系，移风易俗，使社会主义

思想道德蔚然成风。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必须努力学习和掌

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

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世界观、人生观，

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 年 7 月 1

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44—1645 页

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有伟大的创

业精神来支持和鼓舞。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

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

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

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

所要大加倡导和发扬的创业精神。这些

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就是邓小平同志所

一再倡导和论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江泽民：《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的讲话》（1993年3月31日），《江泽民文选》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要重视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

正确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

人主义，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

思想的侵蚀。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论党的建

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 页

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

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根本。要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

干部和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

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

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

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提倡共

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

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的思想道德。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

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

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 年 9 月 12 日），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3—34 页

抗洪精神，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革

命精神和新时期的创业精神一样，都是

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

代都要继承和弘扬这些精神，激励我们的

广大干部群众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

大会上的讲话》（1998 年 9 月 28 日），《江

泽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版，第 231 页

我国历史上虽然有着伟大而丰富的

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但相对说

来，全社会的科学精神不足也是一个缺

陷。鉴往开来，继承以往的优秀文化，弥补

历史的不足，是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责任。

江泽民：《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

（1999 年 12 月 23 日），《江泽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1 页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要特别注意从两个方面加强工作：一是

及时总结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

验和获得的新认识，有力地回答现实生

活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思想理

论问题；二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同各种错误观点进行积极斗争，帮助广

大干部群众树立和坚定正确的思想理论

认识。

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2000 年 6 月 28 日），《江泽民

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6—87 页

理想信念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工

作的核心内容。只有在全党同志和全体

人民中牢固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

不断增加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的事业

才能不断取得成功。

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文

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

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

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

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文

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

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必

须认识到，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

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

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

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

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

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8 页

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

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

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

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

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

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

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

脱离实际。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3 页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

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

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

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

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

这个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

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

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

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

上的精神状态。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

年 11 月 8 日），《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

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59—560 页

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

德体系。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

年 11 月 8 日），《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

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60 页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高扬

爱国主义精神，是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动

员全民族的力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必

然要求。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同社会

主义是紧密结合的。要在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旗帜下，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

结、祖国统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

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

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用诚实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把包

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

以及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智慧和力量，都

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来，

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2003 年 12 月 5 日）

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是理想信念教

育，基础是思想道德建设。要深入开展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

本经验教育，深入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在全社会

认真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

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澄清在

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

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不断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想信念。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2003 年 12 月 5 日）

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

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

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

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

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

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

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

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胡锦涛：《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

观》（2006 年 3 月 4 日），《人民日报》2006

年 4 月 28 日

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民族和

谐文化资源，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

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

围，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

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2006 年 11 月 10 日），《十六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08 年版，第 753 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

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

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

利而奋斗》（2007 年 10 月 15 日），《十七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26 页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

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

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

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

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

际关系。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

利而奋斗》（2007 年 10 月 15 日），《十七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27 页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

利而奋斗》（2007 年 10 月 15 日），《十七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27 页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

品质，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研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及时总结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

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推进理论创

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

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2008 年 1 月 22 日）

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指引下，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和现实的紧迫工作

切实抓紧抓好。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

明建设全过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要求贯穿到媒体传播之中，落实到精

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之中，融会到日常工

作生活之中，体现到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

管理之中，使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2008 年 1 月 22 日）

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要把十三

亿人民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大力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全社会形成

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良好道德

风尚，更好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我们

要紧紧抓住树立理想信念这个根本，坚

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巩固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08年10月12日）

改革创新精神是改革开放培育造就

的伟大精神，也是推进改革开放须臾不

可缺少的奋斗精神。只有锐意改革、不

懈创新，才能不断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

景，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

的党不断增添发展进步的蓬勃活力。

胡锦涛：《在庆祝神舟七号载人航天

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的讲话》（2008 年

11 月 7 日），《人民日报》2008 年 11 月 8 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指导

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道德观念的

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基本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团

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增强民族凝聚力

和国家软实力的客观需要。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 50

周 年 大 会 上 的 讲 话》（2008 年 12 月 15

日），《人民日报》2008 年 12 月 16 日

要大力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

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打牢民族

团结的思想基础。

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

安》（2010 年 5 月 17 日），《十七大以来重

要 文 献 选 编》（中），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2011 年版，第 691 页

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

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 22 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0 年 7 月

23 日），《人民日报》2010 年 7 月 24 日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

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 年 大 会 上 的 讲 话》（2011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2011 年 7 月 2 日

（原载于 2 月 23 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