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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新时
代，我们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可以通过以下方
式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经济方面：关注国家的
GDP、财政政策、经济结构调
整等情况；

政治方面：关注国家的政
治形势、外交政策等情况；

文化方面：关注国家的文
化建设、社会意识形态等情况。

参与公益事业：通
过参与公益事业，为社
会贡献自己的力量，积
累社会经验和资源；

参与社会实践：积
极参与社会实践，了解
社会热点问题，掌握社
会动态；

创业创新：通过创
业创新的方式参与到国
家建设中来，发挥自己
的才能和创意。

2、积极参加国家建设，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3、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好我们的文化遗产

4、尊重国家的法律和制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
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促
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加强管理和监督：建立
专门的管理机构，采取有效
措施保护文化遗产；

促进文化遗产传承：加
强对文化遗产传承的培训和
教育，挖掘和传承优秀的文
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文化遗
产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遵守法律：用实际行动
捍卫法律尊严，保障法律实
施。参与社会活动，实施个
人行为，都要以法律为依
据，不得违反法律规范；

服从法律：应当拥护法
律的规定，接受法律的约
束，履行法定的义务，服从
依法进行的管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维护法律：争当法律权
威的守望者、公平正义的守
护者、具有良知的护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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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注国家大事，了解国家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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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以法治方式推动和保障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势在必行

出台爱国主义教育法意义重大

“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法，是党中央
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的重
要举措，是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宪法关于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维护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等规定的重要举措。”许安标
说。

据许安标介绍，2022年7月，根据
党中央批准的立法工作安排，中央宣
传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同牵
头启动爱国主义教育法起草工作。

此次立法工作注意把握多个原
则，包括坚持鲜明政治导向，坚持自信
自立，把握好立法定位以及遵循爱国
主义教育规律。

对爱国主义教育作出全面规定

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广泛丰富，
草案的规定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
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大好河山、国家统
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
和模范人物事迹等各个方面。同时，
草案对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
出专门规定，并强调应当把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

草案对爱国主义教育的部门职责
进行了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爱国主
义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爱国主义教育工
作的指导、监督和统筹协调；中央和县
级以上地方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各群团组织
发挥各自优势，面向相关群体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

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方面，草
案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
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
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代表性人士、
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港澳台同胞和
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
育，分别作出针对性规定。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应当采取多种
措施并发挥各类实践载体的作用，形
成浓厚社会氛围。草案对利用红色资
源、文化遗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
化场馆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国
家功勋荣誉表彰奖励、国庆节和重要
纪念日、重大节庆日等活动，通过升挂
国旗、奏唱国歌、宪法宣誓等仪式礼

仪，通过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等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分别
作出具体规定。

此外，为保障和加强爱国主义教
育工作的开展，草案规定了多项支持
保障措施。同时，与现行有关法律规
定相衔接，对违背爱国主义精神的禁
止性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法工委经与中央
宣传部反复研究修改形成爱国主义教
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后，征求了36家
中央有关部门、部分省级人大常委会
和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意见。很多普通
民众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了多方
面的意见建议。

今年5月，重庆沙坪坝联系点接到
爱国主义教育立法征询任务，考虑到
青少年群体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人
群，工作人员走进重庆市南开中学认
真倾听师生意见，让学生感受到全过
程人民民主就在身边。会上，有5名中
学生共提出了12条立法意见建议，充
分体现了青年学生的家国情怀以及对
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入认真思考。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外海街道墟
镇社区居委会书记、主任区凤莲发现
目前学校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关
注不够到位。她在2023年3月江海联
系点意见征集座谈会上建议加快爱国
主义教育法立法进程。5月，江海联系
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意见征集
活动时，她建议进一步加大弘扬中国
传统节日的力度，适当增加传统节日
假期，结合爱国主义教育营造浓厚的
节日氛围。

天津小白楼基层立法联系点对
草案内容进行分析后，根据“教育”
这一关键词，面向学校和学生，采取
沉浸式讲法、走出去问法、座谈会谈
法等多种形式进行集中问询。建议
增加幼儿园教育；建议对文化娱乐
行业从业者明确规定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建议细化“学校实践教育”条
款；建议不要只用生硬的方式去说
教，而应用大学生、研究生更容易接
受的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把爱
国主义精神从年轻人心中由内而外
地激发出来……师生们提出的一条
条“原汁原味”的建议通过“立法直
通车”直达人民大会堂。

（据《法治日报》）

草案对侮辱国歌、国旗、国徽，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烈事迹和精神等违
背爱国主义精神的禁止性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作出规定。草案的规定突出了文
艺作品评选、理论研究和先进表彰等工作的爱国主义导向，有利于在全社会进
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草案的相关规定与现行法律
相衔接，对于进一步落实宪法有关规定、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具有重要意义，是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法治保障。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
主义教育法（草案）》提请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面向全体公民如何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即将拥有更为清晰的法治
准绳。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在1935年那堂著
名的“开学第一课”上，教育家张伯苓
对南开学子提出3个问题，鼓励青年
人奋发图强。掷地有声的“爱国三
问”好似价值航标，诠释爱国主义的
核心要义。生长于这片东方热土，中
国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身份；“祖
国”二字，让多少人心中涌动激情。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团结起来，振
兴中华”，朴素的爱国之情，构筑起今
日中国的最大公约数，激励一代代中
国人奋斗自强，去奔赴那“可赞美的
光明前途”。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
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
息的精神纽带。”将爱国主义教育写
入法律、形成制度，守护其薪火相
传、弘扬光大，正当其时。放眼世
界，以法治方式推动和保障爱国教
育，是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在美
国，600 多部法律法规、1700 多条规
定与爱国息息相关，一套爱国法制
体系事无巨细规定了历史教育、英
烈保护、节日和纪念日等内容，给美
国人打上“星条旗高高飘扬”的“思
想钢印”；在俄罗斯，以《爱国教育示
范法》为中心，由独联体示范法、联
邦立法、地方立法组成三层爱国法
治保障体系，并推出爱国教育五年
国家计划，旨在凝聚国民思想、唤醒
民族自信。

我国向来重视爱国主义这一
课。无论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还

是大学教育、职业教育，“爱国主义”
都是核心内容之一。着眼当下，随
着社会利益分化、观念多元多变，爱
国主义教育也面临着如何更好更有
效开展的现实问题。目前，我国爱
国主义教育制度分散于近 200 部法
律法规和近 40 部党内法规中，呈现
出一定的碎片化、竞合化。在大量
立法经验之上，以一部总则性、综合
性、基础性的法律将爱国教育纳入
法治轨道，发挥法治科学、长效、规
范的优势，推动形成条修叶贯、配套
成龙的爱国教育法治体系，对提升
爱国教育实效具有根本性、全局性、
长远性作用。

“人不学，不知义”，不同年龄阶
段的群体人生阅历不同，生活方式有
异，获得信息的方式也不一样，对爱
国主义教育的共鸣点和触动点也会
存在差异。比如新一代青年，作为

“互联网原住民”，他们有情怀、有理
想、有热情，同时视野开阔、思维活
跃、追求个性，不喜欢板起脸的说
教。爱国主义教育只有强化受众意
识，才能在守正创新中与时俱进。此
次立法草案一大亮点，是规定了网络
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网络内容
建设，生动开展网上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以多元方式丰富爱国主义教育
的“体验感”“时尚值”，提升受教育者
的参与感、成就感，爱国的种子，就会
在潜移默化间更加深入人心、长成参
天大树。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
分，亦是责任。壮丽未来在前，奋斗
豪情在心，以法治力量保障爱国主义
基因永续相传，汇聚无数个“你”和

“我”的爱国能量，必能推动建设出一
个更好的中国。

（据《北京日报》）

■ 记者 张帆 整理

新时代新征程对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我们面临日
趋复杂的思想意识形态挑战，迫切需要爱国主义教育从政策驱动向
法治驱动转变。爱国主义教育立法非常及时、非常必要，把加强青少
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助于坚持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
断的先锋力量。

与国歌法、国徽法、国旗法等专门法相比，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
的内容综合性、广泛性较强。实践中，应当着力坚持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有机统一，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
过程；发挥好家庭、学校、社会的作用，善用“大思政课”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

草案赋予中央和地方爱国主义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和统
筹协调职责，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部门在各自职责内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工作，要求各群团组织发挥各自优势向相关群体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这些针对不同主体职能定位制定的“权责清单”，能更
好发挥各类主体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法治化
治理能力。

评论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首次亮相，提请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法，以法治方式推动和保障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人民力量，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许安标说。

草案共5章38条，主要内容涉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目标、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领导体制和工作原则、内容、部门职责、教育对
象、实施措施以及支持保障等。

郝平（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爱国主义教育立法非常及时非常必要

邢云文（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善用“大思政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徐继敏（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制定“权责清单”提升法治化治理能力

余凌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以法治保障更好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