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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苏时将“社会文明程度高”作为江苏发展的重大任务之一明确提出。

2018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和全社会文明程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江苏致力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实

施公民文明素质“三大行动”，推动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践行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承

接，凝结了全党全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近年来，江苏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

构筑道德风尚高地的根本导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践行。

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以“24 字”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江苏省委省政府下大力气，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党史国情等各类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并形成制度化、常态化。承办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组织征集主题微电影，开展“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作品征集展示活动，

吸引 100 多万人积极参与。围绕迎接十九大组织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举办“全景看江苏”系列主题视觉

作品大赛，“砥砺奋进的江苏”大型主题图片展吸引 80 多万人现场观展、1000 多万人次点击网上展馆、

2000万人次浏览页面，10多万套挂图在城乡基层广泛张贴。

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抗战纪念日、烈士纪念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等主题活动；精心

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开展五大类 100 多项宣传教育活动；在全省所有设区市和

县（市）同步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活动，5万多对新婚夫妇参与其中。持续弘扬“雨花英烈精神”“新

四军铁军精神”，组织话剧《雨花台》进高校巡演 2万多场，举办“华中抗战的长城——新四军在江苏”

大型图片展和网上展览。江苏省档案馆与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编撰《初心永恒》，系统阐释周恩来精

神、雨花英烈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不断用活江苏红色文化，凸显江苏文化的凝聚力和

魅力。

坚持把文化传承创新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工程，积极挖掘有利于涵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实施《江苏文库》及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重大出版工程，建设一批江苏历史文

化研究基地，着力挖掘和传承传统文化中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精神和治理智慧。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

普及，在国民教育中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实施优秀传统文化网络化工程，制作《江南文脉》等专

题纪录片，设立江苏文学馆，组织征集出版展播江苏历代先贤名人故事，广泛开展经典诵读、道德讲堂、

文化遗产日等文化传承活动和节庆、礼仪活动，传统文化“双创”发展进入快车道。

实施提高公民文明素质“三大行动”

构筑道德风尚高地，人的素质全面提升是基础也是核心。立足于提升公民文明素质的重要地位，江苏

省实施提高公民文明素质“三大行动”。



一是开展公民道德培育行动。秉承中华民族崇德向善的道德品性，全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放大先进

典型示范效应，以榜样这个“看得见的哲理”构建多层次示范群体，推出一批时代楷模、最美人物、先进

行业，并通过多种形式加以宣传和渲染，形成激励效应，感召全省人民共同奋斗。积极打造道德教育和实

践平台，建设“好人馆”“好人园”“好人一条街”等道德实践场所，开展志愿服务普及行动，推进道德

讲堂在全省城乡全面覆盖、创新发展，建好用好网上道德讲堂，形成了处处有道德实践的浓厚氛围。

二是实施社会诚信建设行动。着力深化诚信建设，举办信用知识竞赛，组织诚信市场推选、“放心消

费”、“诚信做食品”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制定《诚实守信红名单社会公示管理办法（试行）》《江苏

省诚信示范街区测评体系（试行）》，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完善“红黑榜”发布等信用奖惩机制。以“诚

信无价，诚信兴商”为旗帜，不断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形成江苏省“百名诚信之星”“十大诚信标兵”

推选等特色活动，社会诚信指数有效提升。

三是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行动。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摆在公民文明素质建设的重要位置，

组织全省青少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景剧大赛，编创推出中学生核心价值观读本《问道》，组织推

选第四届江苏省美德少年，深化拓展“八礼四仪”养成教育，编创儿童剧《寻找“红头发”》进校园巡演，

创新开展“童真里的色彩”——首届中国·江苏儿童画创作大赛、“童声里的中国”少儿歌谣创作大赛等

“童”字系列活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得到明显加强。

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群策群力、共建共享、改造社会、建设美好生活的创举，是提升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江苏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常态化、长效化推进各类精神文明创建，

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积累了不少值得推广的“江苏经验”。

一是高标准建设现代城市文明。江苏持续创新城市文明建设的特色化工作，构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常

态化机制，营造了全员参与的创建氛围。一方面，加强城市治理立法，增强城市文明建设法治化；规范推

进城市治理行为，增强城市文明建设标准化。另一方面，引进柔性治理力量，增强城市文明建设人性化。

注重引进社会力量，激发市民参与文明创建的互动性、自觉性，形成省市同创、军地共创、市区联创、行

业齐创、市直部门齐抓共管的创建格局，形成共建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的良好局面。

二是在各行各业大力弘扬文明新风。深化文明行业、文明单位创建活动，深化“文明江苏”志愿服务

行动，“志愿江苏”平台上线运行，推出一批志愿服务工作创新案例，进一步提升志愿服务制度化科学化

水平。加大节庆假期文明旅游宣传教育力度，对不文明旅游行为强化监督和约束。围绕构筑道德风尚建设

高地，深化文明行业、文明单位创建，创成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总数均位居全国前列，全国文明城市

总数居各省（区、市）之首。

三是深入开展家庭文明建设行动。家庭美德是构筑道德风尚高地的重要抓手。江苏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文明委相关文件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精神，制定了家庭文明建设行动计

划，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实施意见，组织开展了系列“传家训、立家规、扬家训”活动。将寻找

“最美家庭”、展示家庭文化、传播家风家训等家庭文明建设活动提升为各级党委宣传部的主体行动，实

施“六个一”活动，掀起议家风、晒家训、征格言、秀才艺、传美德的热潮，在全社会营造弘扬家庭美德

的浓厚氛围。

四是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从战略和全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加强基层宣传思想工作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重要战略。江苏坚

持高站位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标准谋划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省委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

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做好试点工作，省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推

进，出台了《关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立足现实，展望“十四五”及未来更远一个时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

把建设“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的探索和实践，放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伟大历史进程中，作为实现“两个率先”伟大使命的新标杆，全力建设社会文明程度更高的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