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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5 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 2 月 24 日下午就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
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
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
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
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戴木才教
授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
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
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
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
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
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
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
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
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
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
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

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
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
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
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
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
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
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
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
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
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
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
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习近平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
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
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
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
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
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
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要通过
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
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
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
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大党员、干部
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
众、带动群众。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
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润物
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地表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
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
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
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习近平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
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
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
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

小、落实上下功夫。要按照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
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
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
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
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各种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吸引群众广泛参
与，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
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
境界、培育文明风尚。要利用各种时机
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
在、无时不有。

习近平强调，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
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政
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
育。要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
各种社会管理要承担起倡导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责任，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
现价值导向，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
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
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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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连续 3 个季度保持增长
2013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增长0.3%，实

现连续3个季度保持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欧元区经济

复苏范围不断扩大，德、法、西、意4大经济体实现同步

增长，是自2011年第一季度以来的首次。
4 版4 版

面对 2013 年经济发展的复杂局面，
中央保持调控定力，谋定而后动，对经济
运行适当预调微调，使增长、就业、物价
稳中向好，速度、结构、效益同步改善，
也使市场吃了“定心丸”。

2013 年上半年，国内经济与金融发展
呈现出“不同步”的态势。在 GDP 增速放

缓，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的同时，M2 和
社会融资总量增长超出预期，融资和债务呈
现快速扩张势头。面对复杂形势，有两种选
择：一是先顾眼前，用较大规模短期刺激政
策拉动；二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顶住压
力，不采取短期刺激政策、不扩大赤字、不
超发货币，而是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更多运
用促改革、调结构的办法来稳增长、保就
业。前者可能换来一时的增长，但会加大
通胀压力和财政金融风险，容易掩盖结构
性矛盾。中央作出了后一选择，采取了一
套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调控办法，确定了
合理的政策框架，既守住了经济增长底线，

又给予结构调整更大的政策优先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着眼于

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适当增加财政赤
字和国债规模，保障了社会保障和改善
民生等重点支出，保持对经济增长和结
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对财政收入增速放
缓与刚性支出加大的收支矛盾也起到了
缓解作用。货币政策则继续保持稳健，
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合理调节流动性
水平，灵活把握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向、
力度和节奏，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配合、
相机抉择的调控之下，经济运行止跌企

稳 ， 全 年 GDP 增 速 保 持 在 7.7%的 水
平，仍处于合理增长区间；就业、物价
等指标也处于相对健康状态，一度趋于
上行的通胀形势初步稳定；2013 年前
几个月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偏
快的势头得以控制，全社会债务和杠杆
水平的过快上升也受到抑制。

不刻意刺激、重长期持续的宏观政
策组合，有益于进一步改善经济结构。
从实施效果来看，随着财政支出和信贷
结构的调整，就业、养老、教育、医疗
卫生、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重点支出得到
保障； （下转第三版）

把握经济大势 保持调控定力
本报记者 张 忱 崔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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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强调的“三个倡导”，确立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如同一面旗帜，亮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气神”。

这 24 个字凝魂聚气，不仅展现了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全新认识，而且让社会公众找到核心价值观里的“主

心骨”，为多元时代凝聚思想共识指明了方向。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贵在知行统一，知是前提、是基

础，“知之愈深，行之愈笃”。只有内心认同，才会自觉践

行；只有达成共识，才会最大可能地引领社会思潮，共同

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美好前景；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是使社会主义公民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

社会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打造和谐社会、

文明国家的基本道德规范。可以说，“三个倡导”顺应世

情民意，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社会共同理想和追求。我们

要在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上下功夫，

抓好宣传教育，使其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积极健康向上

的思想和精神在人们心里播下种子，就能生根、开花、结

果，进而转化为崇德向善的实际行动。

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实践。社会成员的参与面

越广，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基础就越厚实。要坚持不懈

推动实践养成，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人们在实践中深化对核心价

值观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还要着力创新思路、创新方

法，想方设法把教育和实践融为一体，以教育引导实践、

以实践深化教育。近年来连续开展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

活动，就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创新。由广大人民群众推选

出来的道德模范，都是我们身边的“平民英雄”，既可亲可

敬又可信可学，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有

说服力、最有影响力的鲜活教材。这就告诉我们，活动不

在多少，关键要有效果。离开了实际生活去搞道德实践活

动，口号提得再响、活动规模再大，最后也是空对空。对核

心价值观的践行是具体的，一定要推动人人参与、人人实

践，动员人们从身边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把“三个

倡导”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

一要认同 二要践行
本报评论员

降低门槛不如提高待遇
降低艰苦岗位、山区基层公务员招聘门槛，只能

作为招到人的权宜之计。归根结底，还是要在提高待遇

上做文章。要健全人才向基层流动、向艰苦地区和岗位

流动、在一线创业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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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森林覆盖率已达 21.63%
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成果25日公布。清查结

果显示：全国森林面积 2.08 亿公顷，森林覆盖率

21.63%，森林蓄积151.37亿立方米。我国森林总量持

续增长，森林质量不断提高。 6 版

标题新闻

与崛起的中国同行
——访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
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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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5 日电 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25 日下午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就这两个决定草案
向会议作了说明。

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
念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
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
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
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
重大转折点，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为
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
大贡献。 （下转第三版）

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我国将以立法形式

2006 年 6 月 30

日，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夏淑琴（前排右四）

在日本东京与支持者

手持“不许否定南京

大屠杀”的横幅走向

东京地方法院。

2 月 25 日下午，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

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

案 。 决 定 草 案 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

新华社记者
吴谷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