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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陕西省数件
陕发〔2020〕11号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的实施急见）的通知
冬市委、市政府，省委和省级国家机关各部口，各人民固体： 
现将《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实 

施意见））印发给惟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貴彻落实。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2020年7月1日



贾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
从习近平同志为梳瓜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 

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道德建设持续深化、创新发展， 
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特包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張公民 

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水平全面提升，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 

重要论述和觉中央决策部署的战略任务，是巩固全省人民共 

同思擺道德基础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望能 

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谱写陕西新时代追妊超趟新德章的 

现实需要。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耍》 

（中发〔2019〕41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主要任务
（一）加强理想传念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画特包社会主义诘、想武装党员、教育人民，深入学习宣传习

群众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健全完善理论宣传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瓜、县鑛融撒体中记、"学习態国"陕西学习平台建



设，精成、組织宣传宣讲活动，持续推动觉的创新理论"飞入 

寻常百姓家"。報化中国特龟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 
引导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
（二）着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板心'价值观。坚持教育 

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引导人们形成自觉向善的价值 

观、激励人民焕发积极向上的精气神。把社会主义核记价值 

观要求纳入精神文巧创建活动中，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实践 

中，使其成为日常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坚持德法兼治，进 

一步推动将社会主义核瓜价值观敲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工作中，扎实推进法沧陕西建设，为弘 

擴主流价值提供良好制度保障。
（云）积极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注重挖掘利用历史文化中蕴含的化值理 

念、道德规范，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充分发挥其对道 

德建设的积破作用。大为弘损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乐 

群、孝老爱亲、扶正扬善、自强不息等传统美德，广泛传颂 

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击仁人的崇高精神和高尚行为，结 

合新时代新要求继承创新发展，彰显其永恒价值与魅力。
（四）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滯入开展改革开 

放史、新中国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民族近代史、中华文 

明史教育，引导人们爱觉爱国爱家乡爱人民、热爱社会主



义。大力弘扬延安精神、西迁精神、航天精神和梦桃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糜续民族猜神谱系。圈绕广大干部群众奋为 

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趙越新篇章的生动实践，骄极倡导"幸 

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孕育伟大"的理念， 
大力點颗改革开放精神、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歴精神、 

优秀企业家精神、科学泉精神，不断凝聚全省人民新时代奋 

力追赶趙越的磅蹲力量。
二、工作举措
（一）强化教育引导
1. 突出抓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恭学方 

向，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全省大中专 

院校、中小学校和各缀觉校（行政学院）学生（学员）核记 

素养、纳入学生（学员）综合素质评价标准，把公民道德建 

设的巧容和要求体现到各学科教育中。针对不同受教育对象 

的特点，组织实施针对性强的造德教育，推动道德教育进教 

材、进课堂。配齐配强思循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队伍。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建设品学兼优、德业双馨的高素质教师队 

伍。培育优良枚风，营造健康向上的枚园文化环境。
2, 注重家庭美德建设。在泉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梳记价值观，发挥家长言传身教对塑造下一代正确化值观、 

道德观的示范作用，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觉、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大力宣传中华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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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後持家、邻 

里团结的观念，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垂 

念，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践、为社会作贡 

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广泛开展"文明家庭"、"五好家 

庭"、"最美家庭"、"星级文明户"尊创建活动，形成示范、 

引领风尚。
3, 充分发挥道德典型引领作用。扎实做好时代楷模评选 

推荐工作。精记选树王秦楷模、陕西省道德模范，持续推出 

最美人物、身边好人、新时巧好少年，采用报告会、故事会、 

分享会、道德讲堂尊形式，广泛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和突出 

贡献，让全体人民学有標样、行有示范、赶有目标。定期发 

布《陕西好人橋》，组织举办发布仪式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现场交流活动。组织开展逍德典型迸校园、进企业、进社区、 

进农村、进象庭活动，引领社会文明风尚。建立健全道德典 

型礼遇和帮扶机制，注重从遭德典型中推选党代表、人大代 

兼、政协委员，营造好人有好报的良好社会氯围。
4, 着为营造良好社会舆论环境。坚持正确新闻舆论导 

向，把正确价值导向和道德评价体现到各领域新闻报道中， 
体现到广播、电视、网络的节旨栏目中。加强对道德领域热 

点问题的引导，及时有力反对违反社会么德、公序良俗的言 

行和现象。組织开展道德典型公益广告征集、刊播潘动，编 

印典型事迹通俗读本。各级新闻煤体要坚持办好品牌栏目，



讲好道德典型生动故事。
5, 用优秀文艺作品陶冶道德情操。建立健全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 

制机制。充分发挥重大文化精品工程和精神文日月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引导作用，创作推出一批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 

文艺作品。把社会主义道德作为文艺评论、评奖的重要标 

准，加强文艺类期刊营理，改进文艺评奖，坚决抵制低俗庸 

俗媚俗。弘扬柳青、路選创作精神，广泛开展"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教育实践活动，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温润记 

灵、启迪记智、引领风尚。
6, 患化道德教育阵地作用。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地 

建设，统筹各类费源，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 

命纪念设施保护利用，加大財政投入，充实展陈内容，丰富 

思耀内涵，提升教育功能。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僮、博物 

馆等和农村基层文化设施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 

见的遗德教育实践活动。
抓实重点群体道德建设。发挥好红色文化资源和红 

龟教育基地作用，让广大党员、干鄙、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 

解觉的历史，传承觉的优良作风。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加强 

觉员干部埋想信念教育、職德修养、作风建设、廉洁自律的 

重要内容，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觉员干部，用私滋



养初记、萍炼灵魂，从中巧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 

距、极准前进的方向。加强对文艺界、体育界、教育界等公 

众人物的思攝政治引领，引导他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加强 

遣德修养和自律，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二）注重实践养成
1, 大力实嫌弘扬时代新风行动。进一步深化"车让 

人.人守规"文巧交通实践行动，促进城市交通更加文明、 

公共秋序更加优良。组织实施"文巧餐桌"行动，推动形成 

简约适度、绿色环保、健康文明的饮食方式。深入实施"文 

巧上网"行动，营造丈閉、安全、绿色的网络环境。积破开 

展精神文明教育，普及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引导人 

们抵制食用野生动物，养成良好生活习樞。
2, 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将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贯穿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全过程，敲入各类文明创建管理办法和测评体系。深 

化文明城市创建，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城市文化品位、 

市民文明素质、群众生活质量。深化文明单位创建，着力涵 

养职业操守、培育职业精神、树立行业新风。深化文巧村镇 

创建，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報化文巧校园创建，着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
3, 深入推进诚信陕西建设。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



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建设，健全征信体系和信用信息管理制 

度。完善跨部口、跨地区、跨行业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机制，依法依规实施信用联合奖惩。规范失信巧为信 

息记录和共享公开制鹿，完善修复机制。深入推进诚信缺失 

问题专项整治，坚持定期发布重点领域严重失信黑名单，严 

肃查处违背学术科研诚借行为。广泛开厭"诚信建设万里 

行"尊潘动，评选发布"诚信之星"、诚信先进集体，推动 

形成诚实守信、重信践诺的良好风尚。
4, 推进志應服务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大力弘扬雷锋 

精神和志應精神，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氛 

围。建立健全志愿服务撒励褒奖制度，开展星觀志愿者评定 

和志愿服务"四个最美（佳）宣传推选工作。城乡社 

区、公共场所、窗口单位等为重点，推进志愿服务进社区、 

进农村、进蔭院、进车站、进商场、进景区。推进社区志愿 

服务中记和公共文化志虛服务站点建设，为志愿服务搭建更 

多平台。加强陕西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建设，筹备成立陕西省 

志愿服务促迸中瓜。完善志愿服务工作机制，为志應服务事 

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5, 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深化"美丽乡村，文巧家 

园"建设，广泛开展"十星銀文巧户"创建活动，墙育文曰月 

乡风、淳朴民风。扎实推进乡规民约、道德评议会、紅白理 

事会建设，着力破隙农村长期存在的不良习俗风气。积极倡



导丧葬新风尚，大力弘扬新风正气。加大农村普法力度，提 

高农民法治素养，加大"黄赌毒"打击力度。
6,充分发挥礼仪礼节教化作用。规范开展升国旗、奏 

唱国歌、入觉入团入队等仪式，增强人民对觉和国案、对组 

织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省广播电视台定时在主频率、主 

频道播放国歌。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元旦和春节等重要节 

假日，各級園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城乡社区料 

及爱国主又教育基地等升挂国旗。滯化"我们的节日"主题 

活动，广泛开嚴春节、元宵、清明、端午、屯夕、中秋、重 

阳尊传统节日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中增进 

道德情感。
（王）扎实推进网络空间道德建设
1.抓好网络内容建设。围绕宣传觉的创新埋论成果、 

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来挟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宣传陕 

西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等重大主题，强化议题设置，创新表达 

方式，唱响网上主旋律。巧极引导互联网企业牢记社会责 

任，创作生产传播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电 

影、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等，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 

络文化。
2,培养文巧自律网络巧为。积极倡导网络文明行为规 

范，引导网民自觉维护良好网络秋序，培育符合互联网发展 

规律、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巧建设要求的网络伦理、网络道



德。推动互联网企业自觉履行主体责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依法依规经营，建立健全网站管埋人员失信黑名单制度和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严重违规失信当事人联合惩戒机制。加題 

网络从业人员教育培训，依法依规严厉打击网上违法化罪行 

为。开展网络文巧进社区、进泰庭、进学校、进企业、进机 

关主题活动，提升网民网络素养。广泛开展争做中国好网民 

活动，引导广大网民养成理性职破键康的网络表达方式。
3, 丰富网上道德实践。积极培育和引导互联网公益为 

量，拓展"互联网+公益"、"互联网+邊:善"模式，广泛开 

展彭式多样的网络公益、网络慈善活动，形成线上线下踊骄 

参与公益事业的生动局面。大力发展网络公兹姐织，引导热 

衷么益的岡络名人加入志愿者队伍。积极开展网络公益宣 

传，推动网上么益宣传常态化长效化。组织网络媒体、公益 

组织和网民创作一化网络公益作品。加强网络公溢规范化运 

行和管理，促进网络公益健康有序发展。
4, 营造良好网络道德环境。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里体 

系，严格依法营网治网，加强对社交媒体、互联网电视、网 

络游戏、短视频等大流量平台蛇管，維护网络道德秩序。开 

展网络治埋集中行动，依法惩治网络违法化罪，促进网络空 

间更加清朗。
（四）完善制度保障
1.憩化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保障作用。发挥法治对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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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把道德导向贯穿法沧建设全过程。要注 

重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转化 

为地方性法规规范，推动社会诚信、见义勇为、志愿服务、 

勤劳节俭、孝老爱亲、保护生态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加大关 

系群众切身利益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臥法治的力量维护道 

德、凝聚人地。
2, 彰显么共政策价值导向。把道德要求贯穿公共政策 

制度设计制定、实施执行各环节，实现政寃目标和道德导向 

相统一。在涉及就业、就学、住房、医疗、收入分配、社会 

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上，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体 

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加大对公共政策的道德风险和 

遭德效果评佑，及时纠正与社会主义道德相背离的突出问 

题，促进公共耽萊与道德建设良性互动。
3, 发挥社会规范的引导約宋作用。推动各行各业按照 

社会主义核记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规章制度，修订完善市 

民公约、行业准则、学生守则、村规民约等行为准则，培育 

形成蕴含中国文化、体现传统美德、彰显时代精神、符合么 

序良俗的道德规范。推动各类群众灶组织建立健全自律工作 

体系，落实各项社会规范，共建共享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 

文明。
4,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浩理。综合运用党纪、玻纪、 

经济、法律、技术、行政和社会管理、與论监督尊各种手



段，严肃惩沧失德败德、突破逍德底线，诚毁英雄、谗外媚 

外、暴为伤匡、网络诈捐、高空拋物等行为，形成扶正趕 

邪、惩悉扬善的社会风气。深入开展食品药品、产品质量、 

公共秩序尊重点领域专项整始行动，建立惩戒失德行为常态 

化机制，着力解决诚信缺失、么德失范问题，推动形成良好
风气。
兰、工作要求
各地各部口各单位要把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作为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经常性、战略性工程，摆上 

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全局工作谋划，有机誠入经济社会发展 

各方面。要坚持和加强觉的领导，确保公民道德建设的正确 

方向。各級文明委和觉委宣传部要切实履行指导、协调、组 

织职能，统筹力量、精记实施、加强督查，抓好工作任务落 

实。全省基层觉姐织和党员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要充分 

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賴范作用。人大、政协要积极支持、加 

强监督，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姐织，各民主觉派和工 

商联，要职极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推动公民逛德建设。
毎年2月底前，各市和省委文巧委成员单位将上年度新 

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作情况报省委宣传部。

2020年7月2日印发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