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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逻辑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逻辑自洽、理论形态

日趋完善，具有科学性。从其本质来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彰显社会主义

制度属性、体现社会主义交往关系、指导社会主义建

设实践的价值理念系统。从其形成来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不断发展的产物，它属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范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理念

的统一体，贯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

的各个方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深层的精

神内核。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升华，具有民族性。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观产物，它植

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田沃土，具有鲜明的民

族性特点。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资本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批判与超越，具有人民性。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批判与超越，集中

体现在后者的本质属性是“金钱至上”“个人主义”，

前者的本质属性则是“人民至上”“集体主义”。

第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全人类共同价

值的引领与支撑，具有开放性。社会主义价值观作

为一种理论形态成熟的重要标志，还体现在其对待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态度上。从地位与性质来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内涵、理论原则、实践要求

必然是高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

不同文明、民族、国家在长期价值实践中汇聚形成的

共同价值追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反映社

会主义这一先进社会形态要求的价值理念系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引领和支

撑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两者相互联系、不可替代，有机统一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

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逻辑

第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

一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贯穿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

育各领域”，实现教育领域、环节、对象的全覆盖。二

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不同主题、不同

类型的教育活动中。

第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养成。

一方面，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养成更加

生活化。志愿服务、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道德实践活

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日常实践养成载体，

这些实践形式更加贴近日常生活践行的需要，推动

更好地在实践中激发价值力量。另一方面，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养成更有仪式感。小到学

校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大到国家荣誉称号颁授

仪式，仪式礼仪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养成的重要载体。

第三，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熏陶。

一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艺创作与文化产

品生产的全过程。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文化建设之中。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乡风文化、家风文化、生态文化建设等

取得重要进展，有力支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文化熏陶。

第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宣传。

传统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时政评论、理论阐释、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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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等形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引导，

新兴媒体通过短视频创作、推送推文制作、直播互动

等形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既有内

容、有深度、有意义，又有意思、有趣味、有特色，形成

了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叙事体系，提升

价值感召力与舆论引导力。

第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保障。

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体系建设二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公共政策体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明确了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价的价值导向，

确保公共政策体现社会主流价值导向、反映人民共

同价值追求。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

理实践。价值观优势可以巩固制度优势并转化为治

理效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中能够起到凝聚价值共识、协调化解矛盾、维护社会

团结的重要功能。

三、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逻辑

第一，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深入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坚持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十四个坚持”行动纲领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

略的重要内容。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必将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

进，不断完善发展其理论形态。新征程上，广泛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进一步深化人们对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价值诉求的理解，进一步

推进新历史方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

第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抵御资产阶级

价值观影响的现实需要。新时代以来，意识形态领

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但与此同时，意识形

态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少挑战，西方霸权国家利用所

谓“普世价值”等进行的价值观渗透依旧存在，甚至

出现了许多新的隐性传播形式与表现形式。新征程

上，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壮大社会主

流思想舆论、弘扬社会主流价值导向，坚守马克思主

义的价值立场，坚定价值观自信，抵御资产阶级价值

观的渗透与影响。

第三，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现实需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个民族

的复兴，都需要强大的价值力量作支撑。广泛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服务于新时代新征程党

的中心任务。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

适应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的现实需要，又适应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全面依法

治国、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绿色发展的现实需要，为

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价值引领，巩固14亿

多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在“广泛”

上着力，继续在“践行”上下大功夫、硬功夫。一是要

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更好发挥红色资源在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的功能与作用。二是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推动价值理念的践

行。三是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

一体化建设。四是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

合，持续不懈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

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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