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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文化探究 
陈莉妤  陈长里 

（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株洲  412007） 

摘要：十八大以来，面临世情、国情与党情变得日益复杂严峻，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4 年 12 月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

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实施以来，取得喜人的成绩，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了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有必要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文化关系的进行剖析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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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教育部专项课题“全面从严治党的伦理要求及其实现路

径研究”（17BGL212）、2019 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课

题“虚拟仿真在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的阶段成果。 

2019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加剧了大变局的演变，使

得大国博弈更加激烈，世界秩序加快从旧秩序向新秩序切换，世界

已进入动荡变革期。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

“四个坚持”深刻总结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性成就。[1]全面

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松松劲”“歇歇脚”。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真正领悟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内涵，才

能不折不扣地践行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 

一、全面从严治党与政治文化的关联 

在任何社会里，不管是国家治理，还是政党建设，统治者或管

理者无不以显性或隐形的方式将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伦

理文化彰显出来，并将这些思想文化内涵灌输或渗透到人们的思想

和行为之中。一般而言，政治文化是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政治价值

取向模式，政治认知、感情、态度、价值观等政治心理层次诸要素，

政治理想、信念、理论、评价标准等政治思想意识是其表现形式，

与物质的政治系统是互动平衡的关系。由此可见，政治文化反过来

又支撑、指引着国家治理和政党建设，两者相互渗透、相得益彰。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吏治文化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丰厚的思

想营养。中华优秀传统吏治文化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支撑与精神

基因。治吏思想经历了依礼治吏与依法治吏的长期争论、交融，在

汉朝时期，中国终于完成了“礼法并用、综合为治”的儒法融合的

治吏理论，主张德礼与刑罚并用的前提下倡导依法治吏。首先，依

礼治吏，实仁政德政。西周时期, 德治思想逐渐发展为中国古代治

国思想的主流。周公告诫成王道: “呜呼! 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

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

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尚书·无逸》)。其次，

依法治吏, 重典治吏。尽管中国历史依礼治国占主流，但统治者仍

兼用儒法之术，混合霸王道，以德怀柔，以刑惩顽，宽猛相济，牧

羊子民。“重典治吏”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历朝历代始终。重典治

吏一般是指对罪行一致的官员与平民的惩罚不同，官吏的处罚要严

于重于百姓的。 

第二，“民本”政治文化契合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以人为中心”

价值观。中国民本思想萌芽于我国殷周时期，“民惟邦本，本固邦

宁。”（《尚书·五子之歌》）。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变化无不揭

示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不管是革命战

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

始终将党群干群关系定位为鱼水关系、血肉关系，从而成为我国夺

取政权、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石。习近平同志强调，

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可见，中

国传统“民本”政治文化与全面从严治党的“以人民为中心”价值

观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都是坚持以民众为本、顺应民心之所向的

施政理念。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抵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影响。

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对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着重要的引领作

用，如正人先正己、内圣外王的崇高境界。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影响，像家天下、官本位思想等。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首先，高压威慑，心存敬畏，不敢腐。反腐

倡廉是全面从严治党重中之重，面对党内各种腐败现象，不管是“老

虎”，还是“苍蝇”“蚊子”“幼卵”，绝不姑息、绝不手软，形

成强大的威慑力。其次，制度严密，制度治本，不能腐。整合监督

力量，形成党内、行政、审计、司法、巡视、舆论等全方位的监督，

对监督内容、监督领域实现全覆盖、零容忍。强化公开，列出权力

正面负面清单，保证权力阳光运行。再次，思想纯化，信仰律己，

不想腐。人生如屋，信念如柱。坚定共产党理想信念，拧紧防变“总

开关”。实现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升华，标本兼治，

惩治与预防相统一，有效地抵制了传统政治文化中“家天下”“官

本位”“人情债”等消极因素的影响。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文化丰富多彩，分类不一，可以从

表层文化、中层文化、深层文化去探究。表层文化方面，重点在于

保持廉洁自律的政治本色和维护公平正义的政治道义；中层文化方

面，旨在秉持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操守；深层文化方面，着重树立共

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养成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1.表层文化方面，重点在于保持廉洁自律的政治本色和维护公

平正义的政治道义。源明则流清，流清则风正。中国历朝历代清官

廉吏重视个人名节和职业操守，保持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德化教

人的政治本色。《晏子春秋》一书提出“廉者，政之本也”。新时

代全面从严治党构建一个以政治建设为统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为主线，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为车轮，纪律建

设为保障的完整严密的体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2]维护

公平正义的政治道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

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是社会的首要范畴，维护公平正义是

历届政府和共产党的首要职责。凡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促

进社会进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

益最大化的观点、行为、思想、制度等都是正义的。 

2.中层文化方面，旨在秉持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操守。中国古代

不少英明君主主张“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价值原则来处理官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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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民本”思想，并将

这些“民本”思想进行现代性转换，提出“以人民为本”思想。我

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秉持这种党群干群如鱼水关系的价值导向，重

民贵民、爱民仁民、安民保民、恤民帮民，从而成为我国夺取政权、

巩固政权、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

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

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求

是新时代我党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目标，也是检验每一个党员的行动

指南和善恶标准，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文化的实质。 

3.深层文化方面，着重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养成对党绝对

忠诚的政治品格。检验一个共产党人是否合格的标准是思想入党。

思想入党第一个要求就是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它主要包括马克

思主义信念、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

育，要求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经受住“四大风险”的考验，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

共产党员的初心不变。习近平总书记曾讲到，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

险的额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

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

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

否坚定不移。“天下至德，莫大于忠。”中国共产党首要的忠是公

忠，忠于国家社稷、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而不是忠于某个人

或某个小群体。习近平同志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

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

任何水分的忠诚。”[3] 

三、从政治文化视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取得巨大成绩，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得以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任重道远。

除了完善各项党纪党规“硬件”外，还需加强党的文化价值“软件”

建设。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增添全面

从严治党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使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深入人

心，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与实践。 

1．高位吸引：价值引领，以文化人。第一，发挥自身优势，

抢占“头位”。 只有占领道德的制高点，才能掌握主动权。要继

续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文化的引领作用，必须主动出击，必须

积极抢占有利价值领域、文化市场和地盘。 “光是打击，总有漏

网的，只有让正面的东西去占领了，才能让负面的东西失去生存的

土壤。” [4]第二，敢于刀刃向内，“挤走庸俗”“挤入先进”文化

价值观。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文化教育，必须善于“挤位”，

必须把先进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挤进去”，将腐朽落后的思想“挤

出去”。第三，有的放矢，及时“补位”。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文

化教育工作避免走过场、道德说教，要树立先进典型，将远大理想

与身边典型的人事紧密结合，及时补位、监管到位，填补网络引起

的价值真空地带。 

2．底线阻击：严守纪律底线，筑牢道德底线。为了保持共产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除了依靠崇高的理想信念高位吸引之外，还

必须划定纪律底线和道德底线进行“底线阻击”。第一，严守党纪

党规，筑牢纪律底线。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把铁的纪律作为

党的生命，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共产党中央果断出手，提出了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六大纪律要求，并

在纪律处分条例里以法的形式加以巩固和发展。第二，修身养性，

筑牢道德底线。诱惑和考验是信念、意志和能力的试金石。共产党

员应心存敬畏，敬畏组织、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敬畏法纪，知道

什么是“高压线”，才能守得住底线。 

3．环境育人：优化环境，传播正能量。如同鱼与水一样，人

无时不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环境良好与恶劣对全面从

严治党的实施是否成功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一，稳定的政治环境。

国家稳定，民族团结，欣欣向荣的政治环境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

文化教育提供组织保障和政治基础，保证其内化过程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第二，和谐的人际环境。和谐的人际环境有利于消除障碍，

加强沟通，促使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文化落到实处；第三，先进的

文化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文化，

为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方向和终极目标。 

4．认知修己：锻造价值主体。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文化建设

的必经之路是共产党员本人的认知和修己。认知是党员修己的前

提，修己是党员认知的升华，两者互相促进，不可分割的。首先，

情感疏导，理论认知。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文化巧妙地植入到电

影、电视剧等文化之中，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用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话语来传播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理

念、价值取向，贴民心，接地气，引起群众情感共鸣，并内化为一

种自觉遵守的态度与行为。其次，正心诚意、慎独慎微。稳定的政

治品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最佳保障。正心诚意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

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常怀敬畏党纪

国法之心，敬畏党与人民重托，严于律己，慎独慎微，自重自警自

省，管好权、慎用权，用好权，永葆人民公仆本色，踏踏实实做事，

清清白白做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切实发挥政治文化的价值引领、整合作用，实

现文化与制度的相互支持，降低全面从严治党的运行成本，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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