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富有意识形态以及时代性、实践性内涵的价值导向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传

统文化传承、信仰与认同的问题，也不是无条件服从、信仰以西方为代表的所谓具

有“普世价值”的现代人类文明观的问题，而是一个建构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逻辑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

的历史逻辑的融会贯通，是中华民族文明演进的内在文化逻辑与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

践中的文化选择、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的结果。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必然要在理

论、历史与实践的三重逻辑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和基本理论进行理性认

识和自觉建构。新时代的文化自信需要落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以及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治国理政的优越

感，来实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好诠释。
( 摘自《探索》2019 年第 2 期)

五 运用唯物史观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吴文新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它通过密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的神经脉络及其细微

末梢来感知和调控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不

能不予以高度重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要重点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是维护

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社会存在，特别是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从根本

上防范意识形态风险; 二是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及各种

公有资本的主导作用，不断强化巩固、做大做强做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着力巩

固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源头上防范意识形态风险; 三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赢得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群

众，从主体上铸造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铜墙铁壁; 四是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

作，一代又一代青年怀有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必然会对我国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战略上建设一支防范意识形态风

险的生力军; 五是提高对外开放质量，我们要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的过程中，

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主导权、主控权，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

和长远视野，在国际关系领域筑牢坚决抵制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攻击的

“防盗门”。
( 摘自《人民论坛》2019 年第 26 期)

六 新中国 70 年文化自信的表征、成因与特质

陈金龙

文化自信是主体对国家、民族文化的历史底蕴、发展道路、发展取向、发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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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总体判断。伴随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逐步生成与确立。
新中国文化自信的表征主要涉及文化发展目标、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发展功能、中

国文化发展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新中国文化自信的生成与确立，主要基于文化发展

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新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成就及国

家、民族、政党自信支撑。新中国文化自信既是国家、民族与政党自信的统一，也

是历史、现实、未来三者评判的统一，同时蕴含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自我评价与

他者评价的统一。从新中国 70 年文化自信的表征、成因与特质可以看出，坚定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目标、发展道

路、发展功能及世界地位的自信; 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促进文化发展，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以满足人民文化需要的程度、文化发展成就提升新时代的文

化自信; 结合国家、民族、政党自信的建构，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

信; 认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资源、独特优势，建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基本话语，诠释自信什么、何以自信的道理，是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
( 摘自《学术论坛》2019 年第 4 期)

七 孟子的 “天爵人爵”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公职人员
职业伦理构建的价值

马秋丽

孟子的天爵人爵思想，点明了天爵、人爵的含义与轻重先后，含蕴了天爵人爵

关系的“天人相随、有天无人、修天求人、得人弃天、得人修天”五种可能，其中

“得人弃天”表达了对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的惋惜，“得人修天”寄托了对既得人

爵的官员持之以恒修养天爵的期待。为更好地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需要

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其中，国家公职人员职业伦理构

建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孟子的天爵人爵思想可以为构建新时代公职人员职业伦理提

供思想资源。首先，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为公职人员职业伦理构建的前提

和必备条件，体现到公职人员的选拔、任用、考核、监察、奖惩、升降的各个环

节。其次，加强公职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从主观修养层面化解 “修天求人”“得人

弃天”中的问题，以 “得人修天”的自我要求营造优良的从政氛围。再次，构建

公职人员职业伦理规范体系，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落实为伦理道

德规范、法律规范和制度规范，实现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规范化、制度化。
最后，构建公职人员职业伦理，需要自律与他律的结合与互动，以他律促进自律的

自觉，以自律带动他律的落实，形成他律与自律的良性循环，打造能承担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使命的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 摘自《山东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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