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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7. 坚持德法兼治，以道德滋养法

治精神，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全面贯
彻实施宪法，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为弘扬主流价
值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结
合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全
民国防教育日和辽宁法制宣传周等，
宣传宪法和法律知识，推动落实“谁执
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全面推进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深入持久开展。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社
会治理现代化。继续开展扫黑除恶工
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辽宁。

（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8. 加强对辽宁文化资源的研究

梳理，充分发掘文化经典、历史遗存、
文物古迹中蕴含的丰厚道德资源，建
好用好长城（辽宁段）国家文化公园，
深入挖掘红山文化、三燕文化、辽金
文化、清前文化、抗战文化、工业文化
等辽宁地域文化丰厚内涵，打造辽宁
文化品牌，利用好辽剧、评剧、皮影、
木偶、剪纸等辽宁特色艺术载体，推
动传统美德融入日常生产生活。大
力宣传推介辽宁历史文化和革命文
化名人名事，推出一批优秀作品，弘
扬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
让中华文化基因更好植根于人们的
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

9. 在推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
展工程、传统文化类文艺精品创作生
产工程、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程、中
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中，深入阐发优
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
想理念，深入挖掘自强不息、敬业乐
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
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充分彰显其时代
价值和永恒魅力，使之与现代文化、现
实生活相融相通，成为全省人民精神
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

（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10. 深入开展改革开放史、新中

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民族
近代史、中华文明史教育，充分利用

“百场红色理论”“辽海讲坛”等学习
平台，发挥好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
会主义学院）和高校思政课作用，利
用好档案馆、图书馆等史料资源，开
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全省
大力弘扬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伟
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
想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团结统一、
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思
想和观念，构筑共同精神家园。

11.继承和发扬党领导人民创造
的优良传统，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
工程，大力弘扬雷锋精神、“红医”精
神、“鲁艺”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充
分挖掘辽宁推进振兴发展生动实践中
涌现的英雄模范、蕴含的时代精神，赓
续精神谱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五）把立德树人贯穿学校教育
全过程

12.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聚焦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
先，把思想品德作为学生核心素养、
纳入学业质量标准，构建德智体美劳
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13. 加强思想品德教育，遵循青
少年成长规律，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和道德规范教育，突出
学校思政课关键课程地位，构建大中
小幼一体化德育工作机制，构建学
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
机制，坚持“五育”并举，全面提升学
生身体素质和人文素养。

14. 注重融入贯穿，把公民道德
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体现到各学科教
育中，体现到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
材体系、管理体系建设中，使传授知
识过程成为道德教化过程。

15. 组织开展“雷锋精神永驻校
园”“高雅艺术进校园”“大国工匠进
校园”和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等
主题活动，强化劳动精神、劳动观念
教育，引导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
更好认识社会、了解国情省情，增强
社会责任感。

16.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将师德
教育作为教师培训、继续教育重要内
容，全面落实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选树教师先进典型，在全社
会弘扬高尚师德，引导教师以德立
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
做“四有”好老师。

17. 建设优良校风，用校训励志，
组织升旗仪式、成人仪式、校园文化
节、体育节、音乐节、艺术节等形式多
样的实践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
造有利于学生修德立身的良好氛围。

（六）用良好家风涵育道德品行
18.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倡导现代家庭文明观念，持续贯彻落
实《关于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意
见》。深入推进文明家庭创建，大力实
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深化拓展寻
找“最美家庭”活动，深入开展“五好家
庭”“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推动形
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
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

19.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家庭
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用正

确道德观念塑造孩子美好心灵。自觉
传承中华孝道，感念父母养育之恩、感
念长辈关爱之情，养成孝敬父母、尊敬
长辈的良好品质。倡导忠诚、责任、亲
情、学习、公益的理念，让家庭成员相
互影响、共同提高，在为家庭谋幸福、
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过程中
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

（七）以先进模范引领道德风尚
20.精心选树“辽宁好人·时代楷

模”、道德模范等社会贡献大、事迹突
出感人、典型示范性强、群众口碑好
的先进典型，综合运用宣讲报告、事
迹报道、专题节目、文艺作品、公益广
告等形式，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
和突出贡献，树立鲜明时代价值取
向，彰显社会道德高度。办好“辽宁
好人”年度盛典。

21. 持续推出各行各业先进人
物，广泛宣传推荐“辽宁好人·最美人
物”、“辽宁好人·身边好人”、新时代
好少年等，让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都
能学有榜样、行有示范，形成见贤思
齐、争当先进的生动局面。

22. 尊崇褒扬、关心关爱先进人
物和英雄模范，建立健全关爱关怀机
制，维护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的荣誉
和形象，形成德者有得、好人好报的
价值导向。

（八）以正确的舆论营造良好道
德环境

23.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把
正确价值导向和道德要求贯穿于理论
宣传、新闻宣传、社会宣传、文艺宣传、
网络宣传、对外宣传中，体现到经济、
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新闻报道和娱乐、
体育、广告等各类节目栏目中，引导人
们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

24. 围绕公民道德建设，在各级
各类媒体设置专栏专题专版，持续推
出言论评论、理论文章、对话访谈，刊
播有深度有影响的报道，以鲜活新颖
的方式形成正面舆论强势，营造良好
的道德环境。

25. 加大对道德领域热点问题的
引导力度，坚持以事说理、以案明德，
着力增强人们的法治意识、公共意识、
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发挥舆论监督
作用，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
人主义等错误观念，对违反社会公德、
背离公序良俗的言行和现象，及时进
行批评、驳斥，激浊扬清、弘扬正气。

26.推动传媒和相关业务从业人
员加强道德修养、强化道德自律，自
觉履行社会责任。

（九）以优秀文艺作品陶冶道德
情操

27.坚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五个一工
程”评选创作为龙头，发挥国家级、省
级重大工程项目和奖项评奖的牵动作
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出一批富
有历史底蕴、充满时代气息、具有辽宁
特色的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讴歌劳动、讴歌奉献的精品
力作，润物无声传播真善美，弘扬崇
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

28.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
俗、庸俗、媚俗。加强影视剧和综艺节
目管理，整治低俗演出、低俗文学，清
理网络视听节目、网络直播和网络游
戏中的不良内容，用健康向上的文艺
作品温润心灵、启迪心智、引领风尚。

29. 把社会主义道德作为文艺评
论、评介、评奖的重要标准，引导文艺
创作生产传播坚守正道、弘扬正气。持
续净化文艺行业风气，端正创作思想，
加强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职业精神
教育，组织好文艺骨干和文艺工作者
培训，培养更多德艺双馨的文化名家。

（十）发挥各类阵地道德教育功能
30.着眼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建好用好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新时代农村思想
政治工作和文明创建新阵地，更好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扎实
推动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确保
全覆盖、用得好，推动基层广泛开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
思想道德学习教育实践，引导人们提
高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31.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革命纪念设施和
国防教育基地，着力打造主题突出、导
向鲜明、内涵丰富的展陈内容，提升爱
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教育功能。依托图
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科技
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务
阵地和各级党群活动中心、各级工会
阵地等，有针对性地开展道德教育。
用好宣传栏、显示屏、广告牌等户外媒
介，营造明德守礼的浓厚氛围。

（十一）抓好重点群体的教育引导
32. 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

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理
想信念教育，强化政德修养，在严肃
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党性、改
进作风、砥砺品质，践行忠诚老实、公
道正派、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品格，
正心修身、慎独慎微，严以律己、廉洁
齐家，在道德建设中为全社会作出表
率。创新开展警示教育，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以反面典型为镜鉴，不逾法纪
红线、不触道德底线。

33. 开展好青少年群体教育引
导，深化“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教育
实践活动，组织开展青少年“百千万”
科普行动、“戏曲文化进校园”活动，
开展“情暖童心”等关爱保护农村留
守儿童行动，引导青少年把正确的道
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
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修身立
德，打牢道德根基。建立健全全社会
关心帮助支持青少年成长发展机制，
实施“为了明天—青春自护·益起来”
自护教育，优化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
等，推动完善家庭、学校、政府、社会
相结合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

34. 加强社会公众人物思想政治
引领，引导他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加
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自律，自觉接受
社会和舆论监督，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十二）广泛开展弘扬时代新风
行动

35.紧密结合全省社会发展实际，
聚焦讲文明、有公德、守秩序、树新风，
大力宣传普及工作生活、社会交往、人
际关系、公共场所等方面的礼仪规
范。广泛开展文明出行、文明交通、文
明旅游、文明就餐、文明观赛等活动，
教育引导人们自觉遵守文明规范。

36.着眼完善社会治理、规范社会
秩序，推动街道社区、交通设施、医疗
场所、文体场馆等精细管理、规范运
营，推动景区景点提质升级，优化公共
空间、提升服务水平，为人们增强公共
意识、规则意识创造良好环境。

（十三）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

37.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坚持为民
利民惠民，突出文明和谐、宜居宜业，
深度融入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城市管
理，完善文明城市动态管理机制，加强
日常督导，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持之以恒提高市
民文明素质和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38.深化文明村镇创建，围绕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抓好农村乡风民
风、人居环境和文化生活建设，持续深
化城乡共建、文明集市、文化广场创
建，广泛开展“讲村史、立村规、唱村
歌”活动，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创建活
动，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高
农民文明素养。不断丰富农民群众文
化生活，大力倡导农村文明新风尚。
选树一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县。

39. 深化文明单位创建，在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非公组织和窗口
单位中广泛开展具有行业文明特色、
职业文明特点、岗位文明风采的创建
活动，突出涵养职业操守、培育职业
精神、树立行业新风，引导从业者精
益求精、追求卓越，为社会提供优质
产品和服务。

40. 深化文明家庭创建，组织开
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深入宣传全国
和辽宁省文明家庭先进事迹，弘扬优
良家风，推动践行以尊老爱幼、男女
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互助
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

41. 深化文明校园创建，聚焦立
德树人，强化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环
境育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
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十四）持续推进诚信建设
42.继承发扬中华民族重信守诺

的传统美德，弘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诚信理念、诚信文化、契
约精神，聚焦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农
产品、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重点领
域，加快全省个人诚信、政务诚信、商
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诚信建设，
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诚信体系。

43.建立完善全省信用数据交换
平台，推进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工作，提高全社会诚信水平，优
化辽宁营商环境。重视学术、科研诚
信建设，严肃查处违背学术科研诚信
要求的行为。

44. 开展诚信文化主题宣传活
动，挖掘推广诚信典型，讲好诚信辽
宁故事，引导全社会褒扬诚信、惩戒
失信。深入开展“百城万店讲诚信”
活动，建设诚信商户、信誉商场市
场。开展诚信行业、诚信示范街区、
诚信经营示范店创建活动，培育诚信
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十五）深入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
45. 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和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宣传推
选学雷锋志愿服务全国“四个100”和
全省“四最”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学雷
锋志愿服务、“跟着郭明义学雷锋”、

“春暖辽宁”等活动，选树命名辽宁省学
雷锋学郭明义活动示范点、岗位学雷锋
学郭明义标兵，引导广大志愿者感受善
的力量，推动全省形成“人人争当志愿
者，辽宁遍地是雷锋”的生动局面。

46. 推动志愿服务组织发展，成
立辽宁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加强全
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机制建
设，构建协调联动的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工作体系。健全全省志愿服务激
励保障机制，保障志愿者合法权益，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资源共享和
整合利用，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
化常态化。

（十六）广泛开展移风易俗行动
47.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

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挖掘创新乡
土文化，倡导科学文明生活方式，不
断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发挥党员
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发挥“一约四会”
的规范约束作用，发挥村民自治组织
督促推动作用，破除铺张浪费、炫富
攀比、天价彩礼、大操大办、薄养厚
葬、赌博败家等陈规陋习。提倡科学
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反对和抵制迷
信和腐朽落后文化，防范极端宗教思
想和非法宗教势力渗透。

（十七）充分发挥礼仪礼节的教
化作用

48. 认真贯彻执行国旗法、国歌
法，规范开展升国旗、奏唱国歌、入党
入团入队等仪式，强化仪式感、参与
感、现代感，增强人们对党和国家、对
组织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各级
广播电视台每天定时在主频率、主频
道播放国歌。国庆期间，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大型企事业单位、城乡社
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组织升国
旗仪式并悬挂国旗。鼓励居民家庭
在家门前适当位置悬挂国旗。

49. 充分利用重要传统节日、重
大节庆和纪念日，广泛开展“我们的
节日”主题活动，组织人们开展主题
征文演讲、全民健身、美食节等群众
性实践活动，丰富道德体验，增进道
德情感。研究制定继承中华优秀传
统、适应现代文明要求的社会礼仪、
服装服饰、文明用语规范，引导人们
重礼节、讲礼貌。

（十八）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

50. 推动全社会共建美丽辽宁，
围绕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世界
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世界水日、世界
海洋日和全国节能宣传周等开展主题
宣传实践活动，聚焦大气污染防治、水
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
整治等开展重点宣传，引导人们增强
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

51. 组织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
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
出行和垃圾分类等行动，倡导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拒绝奢华
和浪费，引导人们做生态环境的保护
者、建设者。

（十九）在对外交流中充分展示
文明素养

52. 实施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
划，采取发放《中国领事保护与协助
指南》手册和开展辽宁省安全文明出
境游宣传月等方式，推动出入境管理
机构、海关、旅行社、网络旅游平台等，
加强文明宣传教育，引导公民在境外
旅游、求学、经商、探亲中，尊重当地法
律法规和文化习俗，展现中华美德，展
示辽宁形象。培育健康理性的国民心
态，引导人们在各种国际场合、涉外活
动和交流交往中，树立自尊自信、开放
包容、积极向上的良好形象。

（二十）加强网络内容建设
53. 深入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

程，加强重大议题设置，打造具有辽
宁特色的网络宣传品牌，弘扬主旋律，
激发正能量，让科学理论、正确舆论、
优秀文化充盈网络空间。紧紧围绕提
升辽宁营商环境形象、辽宁人形象、辽
宁品牌形象、辽宁文化形象，全方位立
体化宣传辽宁振兴发展取得的成就，
解读各行业各领域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的重大举措，展现辽宁经济社会发展
和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发展态
势，激发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正能量。

54. 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
引导互联网企业和网民创作生产传
播格调健康的网络文学、网络音乐、
网络表演、网络电影、网络剧、网络音
视频、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等。开展
新时代弘扬雷锋精神网上主题宣传，
制作系列微视频《我身边的雷锋》，讲
述人们在各自工作、生活中践行雷锋
精神，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做起的
感人故事。加强网上热点话题和突
发事件的正确引导、有效引导，明辨
是非、分清善恶，让正确道德取向成
为网络空间的主流。

（二十一）培养文明自律网络行为
55. 建立和完善网络行为规范，

明确网络是非观念，引导网民参与网
络强省建设，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
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共筑网上网
下“同心圆”。开展网络安全、网络文
明、网络守法、网络技能进社区、进家
庭、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主题活
动，提升网民网络素养。积极倡导文
明健康的网络生活方式，培育符合互
联网发展规律、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要求的网络伦理、网络道德。

56. 倡导文明办网，推动互联网
企业自觉履行主体责任、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依法依规经营，建立健全网
站管理人员失信黑名单制度和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严重违规失信当事
人联合惩戒机制。加强网络从业人
员教育培训，坚决打击网上有害信息
传播行为，依法规范管理传播渠道。
制定辽宁省防范和惩治网络虚假有
害信息管理规定。

57. 倡导文明上网，广泛开展争
做中国好网民活动，分系统分领域培
育一批中国好网民，建立一批网络文
明示范基地，打造一批中国好网民品

牌项目，开展中国好网民网络系列文
化活动。推进网民网络素养教育，让
网络文明和网络安全教育进教材、进
校园、进课堂。深化网络法治宣传教
育，引导网民尊德守法、文明互动、理
性表达，远离不良网站，防止网络沉
迷，自觉维护良好网络秩序。

（二十二）组织开展网上道德实践
58.积极培育和引导互联网公益

力量，壮大网络公益队伍，形成线上
线下踊跃参与公益事业的生动局
面。大力发展网络公益组织，网信部
门要联合民政部门指导和联系一批
网络公益组织。团结热衷公益的网
络名人加入志愿者队伍，指导互联网
企业有针对性地推出网络公益项目。

59. 加强网络公益宣传，打造网
络公益平台，指导中央新闻网站辽宁
频道、重点商业网站驻辽机构、省内
重点新闻网站在显著位置长期设立
公益频道和专题专栏，积极开展网络
公益宣传，推动网上公益宣传常态化
长效化。推出网络公益正能量作品，
组织网络媒体、公益组织和网民创作
一批网络公益作品。宣传网络公益
典型，积极挖掘公益组织和普通网民
践行网络公益的感人事迹，引导人们
随时、随地、随手做公益，推动形成关
爱他人、奉献社会的良好风尚。

60. 拓展“互联网+公益”“互联
网+慈善”模式，打造一批正能量充
沛、社会参与广泛的网络公益品牌项
目。加大对基层网络公益创新的支
持，畅通社会力量参与网络公益渠
道，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公益、
网络慈善活动，激发全社会热心公
益、参与慈善的热情。

61.加强网络公益规范化运行和
管理，完善网络公益管理制度，促进
网络公益健康有序发展。做好网上
涉公益热点舆情的监测、研判，对网
上涉省内公益热点舆情进行处置，防
止负面炒作。依法打击借网络公益
名义传播虚假信息、实施网络诈骗、
煽动非法聚集等行为。

（二十三）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
环境

62. 严格依法管网治网，加强互
联网领域立法执法，强化网络综合治
理，加强网络社交平台、各类公众账
号等管理，重视个人信息安全，切实
维护好网络道德秩序。组织开展系
列“净网”专项行动，反对网络暴力行
为，综合利用约谈、行政处罚等措施，
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促进网络空
间日益清朗。建立安全评估制度，对
在辽宁运营的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
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应用程
序，开展全面安全评估。

（二十四）强化法治保障
63.发挥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保障

和促进作用，把道德导向贯彻法治建
设全过程各环节。把实践中广泛认
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
转化为地方性法规规范，推动社会诚
信、见义勇为、志愿服务、勤劳节俭、
孝老爱亲、保护生态等方面的立法工
作。坚持严格执法，加大关系群众切
身利益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落实执
法职责，以法治的力量维护道德、凝聚
人心。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裁判
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功能，定期发布道
德领域指导性案例，让人们从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推进全民守法普法，加
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营造全社
会讲法治、重道德的良好环境，引导
人们增强法治意识、坚守道德底线。

（二十五）彰显公共政策价值导向
64.把道德要求贯穿公共政策制

度设计制定、实施执行各环节，实现
政策目标和道德导向相统一。科学
制定经济社会政策和改革举措，在涉
及就业、就学、住房、医疗、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上，妥善处
理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体现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加大对公共政
策的道德风险和道德效果评估，及时

纠正与社会主义道德相背离的突出
问题，促进公共政策与道德建设良性
互动。

（二十六）发挥社会规范的引领
约束作用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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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
守则等行为准则，突出体现自身特点
的道德规范，更好发挥规范、调节、评
价人们言行举止的作用。推行全省
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全覆盖。

66.发挥各类群众性组织的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推动
落实各项社会规范，共建共享与新时
代相匹配的社会文明。

（二十七）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
题治理

67.综合施策、标本兼治，运用经
济、法律、技术、行政和社会管理、舆
论监督等各种手段，围绕食品药品安
全、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服
务、公共秩序、营商环境等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组织开展道德领域
专项治理活动，有力惩治失德败德、
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

68. 针对污蔑诋毁英雄、伤害民
族感情的恶劣言行，特别是对于损害
国家尊严、出卖国家利益的媚外分
子，依法依规严肃惩戒，发挥警示教
育作用。研究建立惩戒失德行为常
态化机制，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
的社会风气。

二、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提高站位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增强责

任感使命感，担负起公民道德建设的
领导责任，把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作
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
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摆上重要议事
日程，纳入全局工作谋划推进，纳入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机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各方面。

（二）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各级精神文明委和党委宣传部

要切实履行指导、协调、组织职能，统
筹力量、精心实施、加强督查，跟踪评
估公民道德建设的进展成效，推动形
成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
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统战、政法、网
信、经济、外交、教育、科技、卫生健康、
交通运输、民政、文化和旅游、民族宗
教、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
党政部门，要紧密结合工作职能，积极
履行公民道德建设责任。发挥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各民主
党派和工商联，要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共同推动公民道德建设。

（三）强化责任，务求实效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工

作责任，着力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
在具象化、细微处上下功夫，切实把
中发〔2019〕41 号文件要求转化为可
操作的具体措施，按照责任分工，逐
项研究部署，逐条抓好落实。牵头单
位要抓紧研究工作举措、细化工作安
排，责任单位要密切配合、加强协作，
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要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一阵风、走过
场，防止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落实任务需要增加责任单位的，由牵
头单位商请有关单位确定。

（四）创新载体，提升水平
坚持守正创新，结合实际，积极

探索实践，注意总结运用工作中形成
的好经验好做法，创新思路理念、内
容形式、方法手段、体制机制，更好地
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
性。围绕公民道德建设中重点难点
问题，找准突破口、切入口，以突破重
点问题带动工作改进创新，切实提升
工作水平，推动形成公民道德建设蓬
勃开展、深入发展的良好局面。

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方案

辽宁省（不含大连）各融资租赁公司：
按照《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
法》）要求以及2020年省政府重点工
作部署，我局将于即日起启动全省融
资租赁行业清理排查工作。辖内各
融资租赁公司要严格对照《办法》和

《辽宁省融资租赁行业清理排查工作
方案》要求，立即进行自查自改，5月
8日前按规定向所在市金融局提交相
关材料；未在规定时间与市金融局取
得联系或提交相关材料的将被认定
为“失联”“空壳”企业。

对于失联、空壳以及其他不符合
监管要求的机构，我局将视情况纳入

“非正常经营类”或“违法违规经营
类”名单，并依法依规进行相应处理。

省金融监管局联系电话：
024-86909316
各市金融局联系电话：
沈阳市：024-81601081

鞍山市：0412-2200162
抚顺市：024-57500359
本溪市：024-42218621
丹东市：0415-2866105
锦州市：0416-3860881
营口市：0417-2998367
阜新市：0418-2819600
辽阳市：0419-2133451
铁岭市：024-72682188
朝阳市：0421-2236079
盘锦市：0427-2663710
葫芦岛市：0429-3337709
沈抚新区：024-67980056
注：《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可通过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
cbirc.gov.cn）查询；申报参检相关材
料可通过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网站（jrjg.ln.gov.cn）下载。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0年4月26日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全省融资租赁行业清理排查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