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

布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称《纲

要》)，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纲领性

文件，为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公民道德建设提

供了根本指针。客观而言，自 2001 年，党中央颁布

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有力

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从 2007 年

起，开展了“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此活动

已经成功举办完成六届，共评选出 1571 位提名奖

获得者和 336 位道德模范人选。从纵向看，这一道

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的开展符合道德榜样的生成

规律、培育方式和发展轨迹，传承了传统文化中身

教示范的教育原则，创新道德榜样孕育和传播的方

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成熟和高级的道德教育

活动。从横向看，该活动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

基础、深刻的道德文化属性和清晰的社会道德取

向，映射出人们对道德的强烈需求，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道德生活的生动写照和时代

缩影。在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中，强化全国道德

模范的示范效应，引领新时代中国道德风尚，不失

为一条好的路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纲要》明确指出：“伟大

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要精

心选树时代楷模、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综合运用

宣讲报告、事迹报道、专题节目、文艺作品、公益广

告等形式，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

树立鲜明时代价值取向，彰显社会道德高度。”道德

模范之所以可以成为榜样，在于具备常人不具有的

高尚道德品质和完成常人难以达成的道德实践，可

以说，道德模范具备了在道德教育领域引导道德发

展目标和任务的鲜活教材功能。道德模范是源于社

会实践中的品德高尚者以及道德实践的表率，是特

定历史时期真实鲜活的社会道德生活的文化符号，

是善心善行的典型范例，是具有道德美的崇高形

象。道德模范能够用自身事例激励感化人们，使受

教育者产生情感共鸣，进而揣摩其内心活动，学习

效仿其行为，其感人事迹可以成为弘扬高尚道德品

质和引领时代道德风尚的经典素材。
要发挥好以道德模范对新时代社会道德风尚

的引领作用，第一，必须使道德模范体现新时代的

中国精神，特别是道德精神，换言之，道德模范应该

是新时代中国道德精神的标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

代的道德模范，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新时

代的道德模范必须体现新时代的精神，才能具有先

进性、，典范性和引领性。中国精神是一个博大精深

的思想价值体系，包含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社会

心态等结构层次。中国精神表征的是当下中国所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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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价值目标、价值理念、价值规范，不仅为个人的

价值观念提供了判断标准和衡量尺度，更为中国在

国内外倡导核心价值观念、和平共享理念、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了精神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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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坚实精神支撑和强大

道德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精神。以此为基础形

成的道德精神就是集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之

所以仍然是新时代的道德精神，一是因为集体主义

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群体意识和团

结精神，朴素的群体主义意识经过现代的历史转换

发展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基本原则，在真实的集体中

获得个人正当利益并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二是因为

集体主义是现时代共同体主义思想的中国式体现，

与西方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本位根本不同，这也与西

方社群主义思想相吻合，体现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

传统；三是因为集体主义可以涵盖、统合、体现目前

关于中国精神的各种提法，甚至包括新的“五大发

展理念”，从而使用“中国梦”这个至高的精神统领

成为一种高度的集体意识与整体精神；四是因为集

体主义道德原则是进行道德问题治理的最根本原

则，任何道德问题的根本在于不能科学合理地解决

利益矛盾，都是个人利益对他人或社会利益的侵

害。坚持把集体主义作为新时代的道德精神并由道

德模范体现并引领，是弘扬好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

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

根本保证。我们所树立的道德模范必须是在这个精

神家园中成长起来的遵道守德、乐观向上、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阳光朝气的模范群体，而不是追寻那

些无视道德、不顾廉耻、违背法律、美丑不分、不守

名节的追名逐利者，否则就会把社会生活引向丑恶

的邪路。
第二，必须加大对道德模范的宣传力度，提高

其对公民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引领力。根据我们对

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认知情况的调查发现，人们

对具体的道德模范个人认识程度不高，对榜样人物

事迹不甚了解。在 58 名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中，让

人们印象深刻的榜样人物不多，有 18.18%的受调

查者表示对“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中相对比较知

名的个别道德模范毫不知晓，甚至有近 15%的人对

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一概不知，由此暴露出道德模范

缺乏存在感、影响力和领导力等问题。由于道德模

范评选机制不完善，宣传方式不到位等原因导致道

德模范性不够鲜明突出，人们对道德模范及其事迹

的认识程度有待提升。另外，通过对人们接收道德

模范信息渠道的调查发现，对于活动以及道德模范

宣传主要集中于网络媒体和新闻报道，论坛讲座等

形式较少，并且人民群众普遍反映，报道内容乏味

枯燥、过度渲染夸大模范事迹、缺少了解道德模范

途径等原因均是制约人们了解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活动的重要因素。道德模范示范是在一定社会关系

中得以实现，通过生成培育和辐射传播形成完整的

推广过程。目前，我们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时期，社会主流道德受到多元价

值观念的冲击，人们对道德模范的漠视和怀疑依旧

存在，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因此，强化道德

模范示范是提高群众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关键，

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推广机制，从道德模范生成的

源头入手，扩大道德模范的影响范围，营造正确舆

论导向，进行健康道德传播。这就要求我们持续推

出各行各业先进人物，广泛推荐宣传最美人物、身
边好人，让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都能学有榜样、行有

示范，形成见贤思齐、争当先进的生动局面。在传统

媒体时代，道德模范相关信息传播多以自上而下单

向度的灌输模式为主，官方发布的报刊、杂志、广播

等媒介是人民群众了解国家层面道德模范的唯一

途径。通过官方发布了解道德模范在一定程度上是

确保了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但是，单一且单向

的信息传播路径容易造成受众的参与积极程度低

下，信息获取不及时等问题，与道德模范产生强烈

疏离感等。更多地运用新媒体的发展，扩大信息交

汇渠道和传输速度，通过微信、微博、QQ、抖音等新

兴平台为人们直接获取道德模范信息提供快速、便
捷的方式。从而实现道德模范事迹双向传播，扩大

信息覆盖，缩小道德模范与民众的距离，帮助道德

模范直接产生感染和激励作用。同时，在利用多元

媒体的同时，也尊重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

了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这对于培

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

尤其是自觉实践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

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是十分有益的。
第三，必须努力提高公民向上向善的伦理自信

与道德自觉，建立社会“立德优先”的良好氛围。人

的道德伦理发展与社会外部环境是共生关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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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培育道德模范的土壤，是影响道德模范示范

的外在条件之一，优化社会环境是提升道德模范示

范的有效方式。从道德模范主体出发，良好的社会

环境有助于扩散其道德行为，弘扬模范精神，提升

道德模范群体的自信心和行动力。从受教育者出

发，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够帮助人们克服对道德模范

的怀疑和摇摆，唤醒内心深处对道德榜样的理解和

敬佩，促进人们的思想道德进步和行为举止升华。
缺乏崇德尚善的外界环境不仅有碍于社会凝聚力

的提升，并且会引发整个社会中人际间的冷漠、仇
视、不信任等现象，导致道德生态恶化，同时也意味

着道德模范示范如同无水之鱼、无根之树，缺少发

展进步的土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把道

德榜样力量转化为人们群众的深刻道德实践，需要

“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

厚氛围。”充分彰显道德模范示范需要优化、净化、
美化道德生态环境，树立引领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

主流道德。一方面，我们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违

反社会道德、背离公序良俗的言行和现象，及时进

行批评、驳斥，激浊扬清、弘扬正气。同时，人民群众

向上向善的道德自觉不能仅仅依靠通过环境和文

化的外界引导作用，被动地等待社会大众将所闻所

见所感转化为道德自觉，更需要把广大人民群众视

为受教育者，直接运用教育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

性的优势，以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为内容，实施道

德教育，提升道德模范示范的有效性。教育正是面

向受教育者，通过讲解、宣传和弘扬道德模范在现

实生活中的嘉言懿行、凡人善举，扩大道德模范的

影响力，具有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影响程度深

等特点，是形成道德自觉更加有效的手段。
第四，必须建立健全社会的奖惩制度，使“好人

有好报”“老实人不吃亏”在法治的意义上成为常

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价值信念深刻凝

练了人们对道德行为的基本观念。鼓励和表彰好人

好事，禁止和惩戒失德行为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

“常理”，而“常理”的实现需要有“常态”的机制来实

现。公正合理的奖惩制度是指以政府主导的官方组

织依据社会主流价值标准，对公民承担道德责任和

义务的不同表现所给予的反馈，包括奖励善行、惩
罚恶行。合理的奖惩制度能够引领扬善去恶的道德

氛围，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当前社会中的善恶标

准，明白自己应该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应该效仿

什么和摒弃什么。从国家层面给予道德模范物质和

精神上的奖励无可非议，道德模范作为自我利益的

主动让渡者和他人利益的维护者，理应得到嘉奖，

从而更有效地激发人们对道德模范的学习和模仿。
由于社会大众缺少如道德模范一般的高尚道德品

质和自我牺牲精神，利益调节是有效引导和监督手

段，采用奖惩并举的方式，既能避免道德行为过度

牺牲正当权益，也能为社会和谐安定、文明有序做

出贡献，使得人们面对利益时不忽视遵循公民道德

准则的基本要求。虽然，在道德教育上提倡淡化物

质回报和利益补偿，避免和克服功利化的动机，旨

在提高人们内在的思想道德修养。但是，落实完善

奖惩制度，将尊重和关爱道德模范体现于具体可见

的荣誉和物质奖励，可以长效地鼓舞、吸引社会大

众“见贤思齐”。所以，我们必须尊崇褒扬、关心关爱

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建立健全关爱关怀机制，维

护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的荣誉和形象，形成德者有

得、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特别是要针对食品药品

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服务、公共秩

序等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逐一进行整

治，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这种奖惩机

制不能是临时的或因时而设的，必须建立惩戒失德

行为常态法治化机制，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

社会风气。“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

提”，法律作为守护社会全体成员基本利益的底线

要求，对道德模范示范效应具有重要支撑和保障作

用。针对目前社会上出现的部分道德挫折现象，例

如，老人摔倒不敢扶、见义勇为反被讹诈等，其根源

在于做好事之人的根本权益不仅得不到保障反而

遭受侵害，必须通法治手段来树立社会正气，不能

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不能

容许有“道德看客”。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

心的法律。我们要发挥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保障和促

进作用，把道德导向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建立法

律制度保障道德模范基本诉求和权益是完善道德

规范、惩戒失德行为、推行榜样示范的法制性前提

和基础，也是道德模范引领新时代中国道德风尚的

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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