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20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任乐天/ 校对：唐海鹰/ 制作：关明闯 版3专 刊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
兴。”公民道德的好坏，体现着一

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影响着一个民族事业的兴衰。
一个人的言行，往往表现出个人素质的高低，进而
影响整个集体的总体素质状况。一个公民是否爱护
公共设施，从小处讲可以反映出一个人道德素质的
高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众多领域都处

于转型期，公众对社会公德的需求呈加速扩张之势，而
如何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

如何更有效地推进社会公德建设？难就难在我们的
潜意识里能否给社会公德留下重要位置，难就难在举手投足

间能否保持住对社会公德的那一份坚守。在一个共同体中，社
会公德等社会资本积累越深厚、供应越充足，社会成员间互利合作
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和谐稳定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增加。社会公
德不会因使用而减少，但会因不使用而枯竭。社会公德可无限积

累，具有可再生性、会因大范围的频繁使用而增加其价值。通俗来
说，就是道德建设需要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国家者，积人而成。遵
守社会主义道德既是觉悟，也是义务，道德大厦的建设需要每个社
会成员添砖加瓦。从保护环境我先行、把文明礼仪带回家开始，主
动引导、规劝身边的家人、朋友、邻居不说脏话、不乱扔垃圾、不乱
写乱画、文明上网，自觉废弃日常生活中的不文明行为。“人无礼则
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构建和谐社会，既要有刚
性法规制度强行入轨，更要靠柔性的社会公德来支撑调节。创建
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德，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举手投足，多一点
认识、多一点行动。从而在一个小范围内形成讲文明、树新风的积
极氛围。

康德曾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
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
空。”相信随着公民道德建设的大力提倡，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会取
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社会主义精神之花必将灿烂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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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装在心中 文明贵在行动
《论语》：“不学礼，无以立。”公德心约束着人们日常行为。人类社会是群体性社会，大家共同生

活在一个空间里，要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要尊重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做一个有公德心的人，遵守社
会公德，这样才能被人尊重。人之立身，所贵者在德。在当今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形势下，发扬

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的社会公德更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道德水平如何，影响自身形象，也

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其实，较高的道德水准也是一种生产力，它可以大大改
善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心态，优化包括投资环境在内的人文生态。因此，加强道德建

设，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迫切
需要。

公共场所是一个社会公德水平的集
中展示平台。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谁
都难免穿梭于各个公共场所，和其他社会
成员在这个空间有所交集，每个人的一言
一行都会在此相互影响。而个体行为所
折射出来的社会公德高低，会如水面上的
涟漪轻轻地扩散开去。虽然社会公德涉
及的只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最简单、最起
码的公共生活准则，但它是公共关怀和公
共精神的基础，其价值和意义，怎样高估
都不为过。

社会公德的供给不足，使公众已有
的生活质量降低，这表现在大大小小的
公共场所、公共设施和环境被人为损
坏。面对很多市民反映部分公共场所存
在不文明现象，我们在强调公共场所的
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的同时，是否更应
该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为呢？小区健身器
材被肆意破坏，公园里随手丢弃垃圾，公
共场所自顾“吞云驾雾”。即使在管理人

员直接监管下，仍有小部分市民表现出不文明行
为，依然我行我素，在公共场“肆意妄为”。当然，
在拷问社会公德缺失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诸多
令人欣喜之处：自觉排队、车行无信号灯路口让
行人、守时不迟到等也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
活中的常态。

因此，我们在加大监管力度的同
时，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市民自我修
养的提升，这样，不文明现象自然就
会减少，甚至消失。我们应该发扬
良好的主人翁精神，关心爱护公共
场所。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公
共场合看到有人大声说话、大声
打手机，餐馆里的众声喧哗就更
不用说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
未能把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区分
开来。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秩序，
而良好的公共秩序的形成、巩固和
发展，要靠法律来约束，更要靠道德
来维护，要靠文化来传承。

有些人吃饭要满汉全席，喝水要高档饮
品，衣着要大腕名牌，随意的铺张浪费，还美其
名曰“不差钱”，这种讲排场、比阔气、搞攀比的
陋习让人心痛，要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
难。”从古至今，无论是朝代更替还是社会发
展，勤俭节约都以其重要的地位成为必不可少
的条件，它既是做人的美德、为人的素质体现，
也是治家的法宝、富国的善举良策。它是一种
传统，也是一项准则。勤俭节约是对广大劳动

者辛勤劳动的尊重，所有的财富都是人们辛勤
劳动成果的结晶。对劳动成果和社会财富，我
们务必爱惜，决不能有丝毫的浪费。

节约与否不仅是生活习惯、生活小节问
题，更是思想道德境界的问题。每一滴水、一
度电、一张纸，都凝结着劳动者的心血与汗
水。我们有效地、合理地、节俭地使用和消费
物质财富，从本质上说是对劳动的尊重，是对
劳动人民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从这

个意义上说，节约是一种社会公德。事实
上，思想道德境界越高，越崇尚节俭；思想道
德境界越低，越追求奢靡。

勤俭节约是一种精神，无论在生活条件
艰苦还是生活条件富裕时都是有重要意义
的。不管生产力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到什么程度，珍惜劳动成果都是一种社会公
德，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厉行节约 弘扬社会公德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垃圾的
受害者，垃圾山吞噬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后果是要我
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来承受的。就此而言，我们每个
人都有治理垃圾公害的社会责任和义务，都可以通
过垃圾分类来战胜垃圾公害。垃圾分类，举手之
劳。是严格实行分类，还是一股脑一抛了之，其实，
分出的是人们的社会公德心的差异。

一方面，垃圾分类工作推行至今已近两年，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成体系，居

民的垃圾分类意识也越来越高，分类习
惯逐步养成，得到了各方面的广

泛赞誉，这值得给大家点赞。另一方面，不参与垃
圾分类的人还占很大比重；环卫工人反映的乱扔垃
圾问题，也一定程度存在。也有少数市民觉得垃圾
分类给自己平添了一些麻烦，出于种种考虑，总是
忽略垃圾分类。乱扔垃圾，不能简单地认为自己的
不良习惯而已，是个人的事。实际上，乱扔垃圾不
但破坏了大家共同的生活环境，有损城市整体形
象，也有损个人的德行和素质，是有百害无一利。
正在施行的垃圾分类简单地来说是可回收物与不
可回收物的分类，草纸废纸、玻璃金属等皆是可回
收的资源，而受过污染的纸料、果皮菜叶、电池等皆
属不可回收物的范畴……这举手投足之间，都在印

证我们的公德心。垃圾分类是物质与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部分，这项建设没有终点，但现在

需要我们走上起跑线。
垃圾分类不是一种任务，而应该成

为习惯。它需要你我观念的变化。人
的变化既在瞬间又不在瞬间：当即
下定决心要去改变，成效必然可以
被发现，而若要彻底变化，我们必
须要长久坚持。这对我们的生活
甚至整个社会的环境是非常有意
义的。垃圾分类，分出一分文明；
垃圾分类，分出一分环保；垃圾分
类，分出一分和谐。作为有社会
责任感和公德心的公民，垃圾分
类必须从我做起、一点一滴做起。

尊老爱幼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
日常生活中，尊重老人、关爱儿童已成为一种
社会文明风尚。尊老爱幼是我国传统道德的
精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儿童时代，每个人也
都有老的一天。一代代人由小孩儿到老人，不
管是过去还是当今社会，有一点是相同的，那
就是弘扬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所以说，尊老
爱幼也是敬重自己的表现。是否尊老敬老，从
一定意义上检验着社会良知。其实，尊老爱幼
有时只是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会心的微笑、
一个理解的眼神、一次温柔的搀扶……

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美德。自古以
来，有许许多多尊老爱幼的事例，感染着我们，
打动着我们的心灵。孟子曾经说过：“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也
是公共场所礼仪的原则之一。众所周知，公共
场所礼仪体现社会公德。在社会交往中，良好
的公共礼仪可以使人际之间的交往更加和谐，
使人们的生活环境更加美好。公共场所需要

注意的礼仪很多，但是只要我们在平时的
生活中端正个人心态，不断增强个人
道德修养，便能够感染身边的人，
推动社会公共文明的进步。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不断提高
社会公德意识，自觉从小
处着手，从尊老爱幼、礼
让他人做起。公共场
所的文明与每一个人
的生活息息相关。因
此，只有大家共同努
力，从点滴做起，从细
微入手，不断养成社
会公德意识，自觉摒
弃不良习惯，文明做
人、礼貌待人、文明行
事，尊老爱幼才能使整
座城市文明水准更上一
层楼，让整个社会展现道
德之光。

用公德心点缀公共空间

垃圾分类是“公德”也是“私德”

尊老爱幼 展现道德之光

让孕育道德的土壤更厚实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