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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为此应从理论

建设、实际传播、内在管理三方面去深入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路径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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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our Party’s seventeenth congress declared that we should " actively exp lore the effective

ways of leading social movement of ideology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 To exp lore an effective way for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to guide the social ideological movemen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from the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p ractic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l management 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leading of social ideological movement by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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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里强调 ,要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 ”,就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这是

党中央为适应我国思想道德领域的新形势 ,向宣传

思想战线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此 ,我们要从理

论建设、实际传播、内在管理三方面下功夫 ,探索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路径 ,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落到实

处。笔者参考有关文献 ,
[ 1 - 5 ]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理

论建设路径

马克思说过 :“理论只要说服人 , 就能掌握群

众 ; 而理论只要彻底 , 就能说服人。”[ 1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本身的理论建设 , 不断提升引领能力 ; 又

要开展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 , 深刻把握引

领对象。唯有双管齐下 , 方能提高引领水平。可以

说 , 理论建设路径是实现对社会思潮有效引领的基

础路径。

1. 要提升理论研究价值。价值即效用、意义、有

用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究的价值就体

现在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满足群众需要服务 ,

使理论成为指导群众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

大武器。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领域 ,抽象程度较高 ,与

群众现实生活联系较间接。与此同时 ,当前具代表

性的社会思潮能广为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社会

思潮增强了对社会、民生问题的关注度 ,对群众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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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点问题能做出积极回应 ,容易满足一部分群众

对理论的心理渴求与精神诉求。综上两方面因素 ,

要提升理论研究价值就是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联系实际的能力。即要深入研究和回答有关社

会思潮涉及的、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 ,进一步增强科学理论的说服力和感

召力。

2.要完善理论构建体系。如果单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看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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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荣

八耻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这四个方面

的内容我们都已熟知并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但就

整体而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是一个新概念 ,

对它我们还缺乏系统分析 ,甚至可以说研究还刚起

步。而当前社会思潮的参与者不乏人文社会科学的

研究精英 ,对社会思潮理论研究的力度进一步加强。

这使得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已形成了较为系统

和完备的理论体系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越来越

大。因此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

应充分重视理论体系的建构。要在坚持实践性、时

代性、民族性的基础上 ,不断开拓理论建设的新境

界 ,为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3.要拓宽理论发展思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不能把视野仅仅局限在核心价

值体系上 ,还要深刻把握认识对象。只有在全面了

解并深入研究社会思潮的基础上 ,方能得出引领社

会思潮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为此 ,要进行对国外

主流价值观的比较研究 ,在弃糟取精的基础上 ,将世

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吸纳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中来 ;要进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研究 ,不断挖

掘并积极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 ,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发展 ;要进行对目前国内有

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的研究 ,着力分析这些思潮的

理论主张、政治观点、所反映的利益关系以及发展态

势等 ,积极吸收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的

思想内容。通过以上综合性的分析 ,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提供基本经验。

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

实际传播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并非是一

个自发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核心价值体系自身的

科学性、先进性、权威性 ,想当然地认为它在宣传、传

播上的优势就能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应当看到 ,

如果我们不积极主动地掌握科学的传播方式 ,这种

优势是很难实现的。因此 ,我们要通过建设核心价

值体系在实际传播中的有效路径 ,以实现对社会思

潮的有力引领。

1. 要创新实际传播方法。当前 ,人们思想活动

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日益增强。针对

人们的这种思想特点 ,任何思想观点、理论主张的传

播只有符合受众的接受心理、思维习惯等 ,才有可能

为他们所接受并加以流传。因此 ,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必须在宣传形式、传播方法

上不断创新 ,以增强吸引力。我们要采用为人民大

众喜闻乐见的方法 ,如寓教于学、寓教于情、寓教于

乐、寓教于管等。把理论宣传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和

实际结合起来 ,让群众利用丰富而浅显的形式就可

以掌握深奥的理论 ,拉近理论同群众的距离 ,使人民

群众在学习、工作、生活休闲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理论

教化。

2. 要拓展实际传播载体。当今社会 ,广播电视、

报刊杂志等依然是人民群众获取信息的主要载体 ,

在思潮传播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同时 ,互联网、手机

等新型载体的影响迅速扩大 ,已成为思潮传播的重

要工具。因此 ,在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今天 ,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需要我们拓展宣

传传播阵地 ,进一步掌握舆论宣传的主导权。为此 ,

我们要建立融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为一体的全方位

的、立体式的理论传播体系 ,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传

播迅速、图文并茂、声像俱全、影响广泛的优势。从

而及时准确地宣传党的理论主张与方针政策 ,反映

社情民意 ,营造一种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 ,巧妙

地影响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 ,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舆论强势 ,使整个社

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进步。

3. 要优化实际传播环境。任何社会思潮的传播

流行 ,总是以一定的环境存在为前提。环境是影响

思潮传播的外在条件与重要因素。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不是要简单取代或粗暴压

制甚至排斥打压多样化社会思潮。而是要在承认多

样化的前提下 ,坚持主体性的基础上 ,使“先进文化

得到发展 ,健康文化得到支持 ,落后文化得到改进 ,

腐朽文化得到抵制 ”。[ 2 ]为此 ,就应当在全社会范围

内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生动局面 ,塑造“尊

重差异 ,包容多样 ”的宽松环境氛围 ,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在多样中树主导、在多变中争主动、在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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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显优势。只有善于做到“尊重 ”和“包容 ”,才能

有效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 ,才能

使各种文化形式各展所长 ,共同发展 ,减少思想冲

突 ,增进社会认同。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

内在管理路径

在社会思潮日益多元、多样、多变的情况下 ,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必须努力探

索科学、有序、完整的内在管理路径 ,使各种社会思

潮沿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健康成长和正常传播。

1. 要做好预测管理。社会思潮是指在一定时

期、反映一定社会阶层利益和要求 ,对社会生活产生

某种影响的思想流派和思想潮流。社会思潮的发生

和流传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其发展特征和趋势是可

以被认识、把握并加以预测的。从发生机制看 ,社会

思潮是特定时期内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领域

里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反映。从传播对象看 ,社会思

潮总是在特定社会人群里形成与传播的 ,集中反映

一定社会人群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的。从传播范围

及其影响看 ,社会思潮在产生和形成初期 ,一般而言

流传范围较小 ,影响也有限 ,便于控制和引导。可

见 ,通过对社会思潮形成和发展规律的把握 ,是能够

对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的 ,从而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提供先导性依据。

2. 要做好目标管理。任何一项工作和活动 ,都

有它自身的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

会思潮 ,具有明确的目标取向 ,即最大限度地形成社

会思想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紧紧围绕这

个目标实现对社会思潮的有效管理。为此 ,要从以

下三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同研究人民群众的心理需要、情感动机、思想意识

等联系起来。主要是因为在目标管理的全过程中 ,

只有摸准群众的思想脉搏 ,才能把握他们的思想、心

理特征 ,最大限度地消除实现目标的思想障碍与心

理问题 ,增强他们对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以及荣辱观的社会认同。二是要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结合起来 ,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不断夯

实“社会思想共识 ”这个最高目标的群众基础。三

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与精神

文明建设全过程 ,贯穿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使之

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理解接受、自觉遵守奉行的

价值理念 ,从而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水平 ,保证目标

的顺利实现。

3. 要做好队伍管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

领社会思潮能否成功 ,关键在于能否令人信服地对

群众的思想困惑给出合理解答 ,对人们普遍关注的

历史和现实问题予以正确解决。可见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传播和发展 ,离不开理论宣讲队伍。

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就要

做好队伍管理工作 ,认真抓人才培养工程 ,着力加强

马克思主义队伍建设。队伍建设应做好以下工作 :

一方面 ,我们需要建立一支精干的具有较高马克思

主义理论素养的研究队伍 ,这里面主要包括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精英 ,以及高等学校从事马列研

究与教学的广大知识分子 ,要充分发挥其骨干作用 ;

另一方面 ,又要发动和依靠宣传思想战线的各方面

力量 ,如积极吸纳青年群体的参与 ,尤其是高校学生

和新闻出版单位的青年记者、编辑人员等 ,建立群众

性理论宣传队伍和网路系统 ,以健全组织保障体系。

总之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的理论建设、实践传播、内在管理路径是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的。同时 ,对它们的探索和研究不可能一

蹴而就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

努力。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

潮的有效引领 ,才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

力与凝聚力 ,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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