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诚信文化 推进诚信建设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与我国社会发展相伴随的一系列社

会问题，社会诚信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其负面效应严重阻

碍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进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

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为

诚信建设明确了制度化的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弘

扬诚信文化，推进诚信建设”，进一步明确了推进诚信建设的抓手在

于标本兼治。 

诚信建设是一项全方位立体化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公民自身的

道德建设，又关系到社会法治建设，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而道德教育和制度约束是诚信建设的两条基本路径。这就明确在加强

诚信文化建设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弘扬诚信文化，开展诚信价值教育。 

通过对诚信价值理念的教育，从而提高人们的诚信水平。首先，

要在学校教材中适当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求诚信的范例，注重

对学生的引导，把诚信教育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切入点，从娃娃抓起，

养成热爱生活、懂得感恩、与人为善、明礼诚信的好习惯。其次，要

弘扬社会正气，加强社会诚信教育。要充分发挥电视、网络、报刊、

杂志等大众传媒的宣传功能，大力宣传讲求诚信品德的先进事迹，评

选讲求诚信的先进人物，诸如“诚信之星”等，从而营造诚实守信的

良好社会氛围，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通过人们自身的道德价值

评判，自觉地提升社会道德责任感。 

二、加强诚信制度建设，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制度建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

志指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是维系诚

信的媒介，科学合理的诚信制度能够更好地维系诚信健康有序的运行。

通过制定不同机构、不同行业的规章制度，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颁布

实施惩处诚信缺失行为的法律，加强制度的完善和执行的管理，这些

方面对于构建全面的信用保障体系，有效地预防诚信缺失行为的出现

显得非常重要。特别强调的是要加快社会征信系统建设，逐步推进建

立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完善包括金融、

工商登记、税收缴纳、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的统一平台，推动建立信

用信息共享机制；开展诚信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强对各社会组织、

企业和个人的诚信监督，大力推广诚信红黑名单制度，逐步建立健全

激励诚信、惩戒失信的长效机制。 

一是推进政务诚信建设。政务诚信关乎政府权威和民心向背，在

诚信建设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其他各领域诚信建设的引领

者和标杆。党员领导干部讲诚信，才能激励全体党员践诺守信，充分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诚信风尚，继而带动广大公务人员讲

诚信，建设诚信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 

二是推进商务诚信建设。就是要求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工

程建设、广告推销、中介服务等从事商务活动各环节，要建立成熟的

制度、法律，同时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使得商务活动能够顺畅运行，

真正实现“诚招天下客，信引八方财”。 

三是推进司法诚信建设。一方面，要求对司法人员、一般公职人

员和社会公众加强法治理念教育；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司法

部门严格司法程序，规范司法行为，做好司法信息依法公开，积极引

导公众参与司法活动，提升司法透明度，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

形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是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就是要求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要以

诚待人，诚实做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言必有信，行

必有果。社会成员之间讲求诚信，能够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增

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推动社会的进步

与发展。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对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产生过

重要影响。在新时期的背景下，其价值地位日益突显。我们既要客观

冷静地分析当前社会种种失信现象产生的背 景和原因，更要提出实

现诚信建设的有效路径。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中的诚信文化，提升

公民的基本道德素质，又要推动诚信制度建设，注重标本兼治，提升

公民诚信意识，努力提高社会诚信水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目标的实现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张继国，作者单位：全椒县

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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