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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丽水市委宣传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中共遂昌县委宣传部、丽水市两山智库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爱飞、李倩、王枫、吴立库。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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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文化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开展清廉文化建设的总体原则、需考虑的因素，并从清廉文化元素发现、资源整理、

载体建设、宣传推广、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本文件旨在为各类组织开展清廉文化建设提供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清廉文化

以清正、廉洁为价值取向，以追求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为精神内核的思想认

知和行为方式。

4 总体原则

4.1 坚持传承精髓，注重挖掘提炼，借鉴吸收优秀传统文化。

4.2 坚持求真务实，突出地方特色，提升清廉文化建设辨识度。

4.3 坚持价值引领，遵循传播规律，涵养弘扬清廉文化正能量。

4.4 坚持守正创新，丰富形式载体，推动清廉文化可持续发展。

5 需考虑的因素

5.1 宜考虑清廉文化元素发现，确立文化主题。

5.2 宜考虑清廉文化资源整理，厚植廉洁基因。

5.3 宜考虑清廉文化载体建设，增加文化内涵。

5.4 宜考虑清廉文化宣传推广，引领清廉风尚。

5.5 宜考虑清廉文化保障机制，推动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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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元素发现

6.1 元素普查

6.1.1 普查形式

宜开展清廉文化元素普查，普查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a) 现场调查；

b) 走访；

c) 历史文献查阅；

d) 其他。

6.1.2 普查内容

清廉文化元素普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a) 历史遗存；

b) 非物质文化遗产；

c) 历史事件；

d) 典型人物；

e) 其他。

6.2 主题确立

根据具备整理价值的清廉文化元素特点，确立清廉文化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a) 廉政文化；

b) 党史；

c) 法纪；

d) 爱国主义；

e) 家风家训。

7 资源整理

7.1 整理研究

7.1.1 宜围绕清廉文化资源挖掘过程，形成清廉文化资源整理报告。

7.1.2 宜根据清廉文化资源研究，推出一批清廉文化研究成果，形成清廉文化理论体系。

7.2 文化创作

7.2.1 宜把清廉题材纳入当代文学、美术书法、现代音乐、影视动漫、传统戏曲、歌剧舞剧等创作。

7.2.2 宜引导将挖掘整理的古今清廉文化资源编写成通俗读本，鼓励原创清廉文化精品出版。

7.2.3 宜把清廉题材纳入报刊、图书、音像和网络视听产品出版规划。

8 载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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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建设主体

可包括清廉机关、清廉村居、清廉学校、清廉医院、清廉民企、清廉国企、清廉交通等清廉单元建

设单位，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农村文化礼堂等建设单位。

8.2 载体形式

8.2.1 线下载体

宜围绕清廉文化主题和清廉文化资源整理情况建设线下载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a) 清廉文化展馆，诸如历史展陈、人物展陈、事件展陈、作品展陈等；

b) 清廉文化广场，诸如人物纪念广场、事件纪念广场等；

c) 清廉文化公园，诸如“十里清风”清廉主题公园等；

d) 清廉文化阅览室，诸如“清廉四室”、“清香书屋”等。

注：“清廉四室”是指集“书室、展室、影室、茶室”为一体的“清廉四室”。

8.2.2 线上载体

宜围绕现有清廉文化资源建设线上载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a) 线上清廉图书馆；

b) 清廉云上 VR 展厅；

c) 清廉微考学；

d) 线上庭审。

9 宣传推广

9.1 宣传推广内容

宜将清廉价值观、清廉文化理论研究成果、清廉文创作品、典型经验、典型人物等作为清廉文化宣

传推广的重要内容。

9.2 清廉价值观培育

9.2.1 宜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培育相融合。

9.2.2 宜与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团体章程、行业规范等社会规范相结合。

9.3 宣传推广途径

9.3.1 宜通过清风课堂、微型党课、廉政教育、法纪教育、警示教育等形式，面向社会、干部群众开

展清廉文化宣传教育。

9.3.2 可依托乡村春晚、乡村文化艺术节、文化下乡、“文化走亲”等活动载体，推进清廉文化走进

基层。

9.3.3 宜收集地方清廉先进典型向主流媒体推荐；可依托华侨资源优势，向国外传播清廉好故事、好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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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宜借助新型传播方式，策划推出清廉文化主题微电影、短视频、动漫等融媒体作品。

9.3.5 宜通过设立清廉警示栏、建立清廉宣传窗、张贴公益广告、发送清廉短信等方式，推动清廉文

化走向基层、走进大众。

9.4 宣传品牌打造

可结合地方清廉文化特色、清廉文化主题等，培育清廉文化品牌。

10 保障机制

10.1 扶持引导

10.1.1 宜给予优秀清廉文化作品、清廉文化活动项目等引导扶持。

10.1.2 宜将清廉文化服务供给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5 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等。

10.1.3 宜推动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法纪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家风家训馆等

公共场馆免费开放。

10.1.4 鼓励非国有清廉文化示范点纳入免费开放范围。

10.2 人才培育

宜通过专题培训、论坛交流、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师徒结对等形式，培育一批清廉文化主题优秀

宣讲员、优秀创作者、匠心传承人等清廉服务人才队伍。

10.3 监督评价

10.3.1 宜将清廉文化服务纳入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监测体系。

10.3.2 宜将清廉文化建设作为清廉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地方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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