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便过马路、排队加塞、随地吐痰等不文明现象，折射
出的是个别公民社会公德意识的缺失。

社会公德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
谐发展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社会和谐离不开
社会公德，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生活秩序要以良好的社会
公德为基础。

然而，为何会出现部分人违背社会公德的现象？首先
是个人利益至上的私心在作怪，一些人办事只考虑自己的
小方便、小利益。其次是公德教育的缺失。目前不容忽视
的现象是：许多学校只重视知识技能的培养，轻视学生的伦
理道德原则的灌输。再次是普遍的从众心态的影响。传统
的随大流心理，也使得一些人不能严格督促自己去自觉遵

守社会公德。
如何克服这种消极现象？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大舆

论宣传教育。应该把社会公德建设当作文明建设的主要
任务来抓，主动营造遵守社会公德的文明风尚氛围。第
二，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共同打造遵守社会公德大
熔炉。父母注意观察孩子平时的公德言行，学校注意从
理论上引导学生知晓公德的意义，全社会注意公德建设
的宣传，形成遵守社会公德的大环境。第三，制定推进社
会公德建设的制度。一方面，要制定各种文明公约，另一
方面，要健全各级监督和监察制度，保障这些社会公德制
度落实到位。

(湖北经济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部 范文明)

社会呼唤风清气正公德美
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求。近日，不少读者来信，呼吁重视和加强

公民道德素质建设，培育个体美德，提高社会整体的公德意识和水平，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塑造具有美德的个人。

社会公德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国家的繁荣昌盛，不仅表现为经济发达，还体现在
公民道德素养的提升。一段时期以来，“最美女教师”、

“最美司机”、“最美妈妈”、“最美列车女孩”⋯⋯一位位
“最美”平民英雄用一个个“最美”瞬间的壮举，震撼着
人们的心灵。这些“最美”者用惊人的英雄义举，传递
着真善美的正能量，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魅力，展示了当代中国人守德向善的道德追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
会、公民三个层面深刻、精炼、系统地反映出人们对理想信
念、价值取向、公民素质的共识与认同，涵盖了最广大群众
的普遍愿望，必将引领时代思潮，推动公民道德建设。

构建道德大厦，不仅需要危机时刻的英雄壮举，更
需要平凡生活中的举手之劳。因此，政府应积极为百
姓搭建道德建设平台，拓宽道德建设的渠道，把一些相
对宽泛的道德要求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的实
体工程。

我们每个人应努力成为“最美”者。把社会公德融入
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从身边小事做起，在为个人和家庭
谋幸福、为他人和社会作奉献中彰显道德的力量。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盛 婷)

用“最美”积聚正能量用“最美”积聚正能量

青 少 年 是 祖 国 的 未 来 ，加 强 青 少 年 公 共 意 识
培 养 和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教 育 ，是 提 升 国 民 素 养 、建
设 社 会 公 德 的 基 础 性 工 作 ，其 重 要 性 不 言 而 喻 。
对此，笔者建议：

一是明确青少年文明修养的基本内容。当前，应
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提高青少年文明修养的核心，同
时，还应把诚信守法作为重点，引导青少年从养成良好
行为习惯入手，说实话、重修养，勇于用道德的准绳规
范自己的言行，善于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是不断创新方式手段。应重视情感、时尚、艺术
等元素，适应青少年集聚、交流和信息接收渠道的新特
点新变化，努力建立起全媒体的教育渠道，通过手机短
信、微博、视频、动漫游戏、流行歌曲等青少年喜闻乐见
的形式传播正面的信息，让他们乐于接受。

三是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青少年的公德意识和文
明素养培育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应建立起包括政府、
市场、家庭和社会组织在内的教育引导工作机制，充分
发挥好少先队、共青团以及青少年社团、社会教育培训
机构等作用，打造一条无缝衔接的培养链。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 胡一峰)

大力弘扬社会公德、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加强社
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针对如何推进
社会公德建设问题，不少读者纷纷来信，提出建议。

中国海监威海市支队的石志新认为，社会公德建设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多管齐下，标

本兼治。对于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不仅需要指出，更
重要的是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发现问题是一种水
平，解决问题是一种能力。提升社会公德，更需要每一位有
良知的公民，敢于担当，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浙江龙游县委办公室的欧阳锡龙在来信中建议，良好
的社会公德环境，可以促进个人道德的健康发展；而如果每
个人都具有良好的道德，那么公德就成为社会人普遍奉行
的公共规则，社会也将会变得更为美好。

云南丘北县委宣传部的张德华在来信中提到，要形成
良好的公共文明，个人文明行为是根本。完善公德文明修
养，并非一定要有什么了不起的举措，而是我们每个人要从
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养成文明的习惯，使文明的观

念从意识层次进入无意识层次、贯穿我们的一举一动。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站南街道肖家村的魏文祥认为，讲

究公德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做好的事情，只有大家都去遵守
社会公德，大家共同努力，形成合理有效的机制，人与人的
关系才会逐步理顺；只有人与人都心往一处想，理智做事，
那我们的社会才会风清气正公德美。

山东商河县的窦新春认为，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公共的道德规范还不够完善，重塑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
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须
由全社会共同努力。只要全社会都重视和努力，良好的社
会公德一定会建立起来。

河南邓州市委宣传部的王中献在来信中建议，学校是
社会公德建设的主阵地，在对学生进行社会公德教育时，老
师要广泛搜集现实生活中有代表性的社会公德故事。当一
个又一个鲜活生动的社会公德故事在学生耳边响起时，他
们能更深切地体会到遵守社会公德的重要性，遵守社会公
德的种子自然而然会在心灵深处生根、发芽、结果，从而有
力推进我国社会公德建设的进程。

此外，江西上犹县委宣传部的黄传章还在来信中建议，
春节国庆等假期内，除了各部门多管齐下，引领新风尚外，
通过开展群众性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引导游客保护环境，也
是推进社会公德建设的一个良好途径。

公德建设需全社会共同努力
本报记者 徐 达

在城市生活中，一些人在家里非常讲究卫生，出了家门

却任由宠物随地大小便；一些人在自家阳台种花养草，在公

共绿地却践踏花草⋯⋯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公德意识的缺

失。人们只有具备良好的公德意识，才能自觉维护公共秩

序，更多地关注他人利益和社会秩序。

公民的公德意识的培育离不开道德教育和法律规

范 两 个 方 面 。 首 先 ，良 好 的 公 德 意 识 的 养 成 教 育 ，应

作 为 一 个 系 统 工 程 ，实 现 学 校 、家 庭 、社 会 的 密 切 配

合，在点点滴滴的公共生活中，培养人们尊重他人、善

待他人的道德观念。

其 次 ，在 公 德 意 识 的 培 育 中 ，法 律 意 识 非 常 重

要 。 良 好 的 公 共 秩 序 和 较 高 的 公 共 意 识 水 平 是 与 完

备、具体的法律制度分不开的。法律以其强制力保护

和促进社会的道德规范及观念的传播，抵制和削弱消

极 、落 后 的 道 德 观 念 ，它 是 维 护 我 们 每 一 个 人 的 切 身

利 益 所 需 要 的 秩 序 和 环 境 的 保 障 体 系 。 公 共 道 德 意

识 的 养 成 ，应 该 让 法 律 法 规 来 推 动 ，

谁如果做得不好，不将公共秩序和文

明 放 在 心 上 ，对 他 人 和 社 会 造 成 伤

害，就应该受到惩罚。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公德意识需要教育和法律引导
张永红

公德意识要从小培养公德意识要从小培养

眼下虽然是农闲时节，但是我们四川丹棱县不少
农民已经开始积极准备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准备
春耕春播。

种子生产事关农作物的产量及品质的提高。优良
的种子是增产的前提，生产质量合格的优质种子马虎
不得。但是自 2011年开始，农技人员在丹棱县仁美镇
光明村 2 组下田调查时发现，有些村民从市场上购买
的杂交水稻种子出现杂株超标现象。2011 年丹棱县
出现 5 起，2012 年出现 8 起。因为高额的维权成本，农
民都选择了放弃维权。

作为农业局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我们感到非常
痛心。建议各级政府部门下大力气规范种子企业的生
产经营行为，切实提高种子质量和服务水平。从源头
上抓好种子质量，建好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做到出现种
子质量问题要有据可查，有源可溯，确保农户利益不受
侵害。严格市场监督管理，保证春耕生产用种安全。
同时，加强农业新技术的普及、培训和推广，彻底解决
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科普注重实效，让农民
听得见，看得到，做得来，良种加良法，实现高产。

（四川丹棱县农业局种子管理站 刘敬宗）

规范种子经营行为

农民也盼年终表彰

岁 末 年 初 ，笔 者 在 河 南 鹿 邑 县 贾 滩 镇 调 研
时，不少村民提出：年终也搞个表彰活动让农民
光荣光荣。

据村民反映，前些年，有些村对在某一方面成绩
突出者，会在广播或群众大会上采取口头形式表扬
一番。可是，近年来这种口头式的表彰在农村渐渐
少了。一位村民举例说，前天他们村里一位在新疆
某兵团农场落户的邻居来信讲，全家人在那里生活
得很“有劲”，原因是那里对遵纪守法、勤劳能干的农
民一年最少给予两三次表彰。每次表彰都是召开大
会，给优秀者披红挂彩，作典型发言，场面十分热
烈。大家感到心情非常振奋。

村民们说，他们所要求的表彰并不是发奖金，发
奖匾，鸣炮挂红，而是能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让典型
人物介绍一下经验或谈谈体会，奖品哪怕是一张奖
状、一本证书或作口头表扬便足够了。当然要充分
发扬民主和公正，让群众集体去评，评出真正的优秀
者。

笔者认为，村民们盼望年终能受到表彰，这是建
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更是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
要。希望各级领导干部把他们的这个愿望及早变成
现实，对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做出成绩的村民典型好好
表彰一番。

（河南鹿邑县贾滩镇政府 李现理）

北京西单北大街，人们排队候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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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作为“读者之声”版的忠实
读者，笔者希望 2013 年的“读者之声”能够从以下几
方面不断推陈出新。

一是在发挥以往优势的基础上，增加反映经济
金融领域报道分量，重点聚焦经济生活和重大民生
领域的问题，进行系列报道和深度解剖。

二是在版面上可设置编辑记者和读者互动栏
目，即编辑记者对每次“读者之声”反映的问题进行
主题点评，提高读者反映问题的针对性。

三是可聘请一批经济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
评论文章；同时也从基层聘请优秀作者为特约通讯
员，并委托其就重大经济民生问题进行调查，倾听基
层民众真实心声，然后将宏观评论与微观看法摆在
同一版面，相得益彰。让广大读者对社会经济问题
能有全面了解，起到较强的舆论引导作用。

（湖南怀化市银行监管分局 莫开伟）

对“读者之声”版的希望

选题预告：今年春节怎么过？

欢迎您的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