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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辽宁理工职业学院（原锦州商务职业学院）是 2003 年 4 月经省

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省属民办普通高等学校。2011 年被评为“辽

宁省优秀民办学校”。建院以来，我们一直以德育特色建设为根本任

务，强化德育特色的创建，经过九年实践，探索提炼出以“立志为

民、服务社会”为主题的德育校本教材，作为我院德育特色建设的

一项重要内容。

一、确立以“立志为民、服务社会”为德育特色校本教材主题

的主要依据

贯彻中共中央德育工作基本精神。我院的办学性质理念是：不

论公办、民办，都是党办。办学以来，我们一直认真学习、贯彻落

实《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等文件，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作为根本任务。

遵循我们党领导集体德育发展思想。我院的办学思想信念是：

按照党的教育理论、德育教育思想办学，就会方向明、路子正，避

免走弯路。重视德育，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要地位，贯穿整个

教育过程，并把它作为教育的灵魂和方向，是党的几代领导人的一

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教育工作的基本主张之一。党的理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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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哺育了几代人，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仍然离不开党的理论的哺育。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院的办学责任认识是：大学的办学

功能之一是要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

民族的道德教育，更应该体现民族特色。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

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注入当今高校德育教育不仅是培养一代社会所需

人才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所在，也是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尽一份责任。

二、确立以“立志为民、服务社会”为德育特色校本教材主题

的主要目的

升华我院德育特色建设成果。我院“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指

出：“学院的特色建设，以德育特色建设为根本任务，以专业特色建

设为中心工作，以技能特色建设为基本要求。”经过全院师生三年的

探索，逐步形成我院的办学特色。德育特色建设的目标，就是解决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在我院“六个五”，即“五有、

五学、五爱、五德、五能”“五具有”的德育特色理论研究成果基

础上，提炼出培育大学生“立志为民、服务社会”为主题的德育特

色，以鲜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为主要内容，强化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教育，凸显德育特色，是对我院建院以来德育特色建设

成果的凝练升华。

培育我院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校园文化的精髓，必将

对受教育者起到永久的导向作用、强烈的感染作用、巨大的凝聚作

用。我院已形成了“自强不息、循序渐进”的校训；“勤奋务实、和

谐创新”的校风；“诲人不倦、引领悟性”的教风；“学思结合、知行

统一”的学风；“团结一心、科学规划、锐意进取、共创辉煌”的团

队精神；“同心同德、立德育人、以律治事、恒久发展”的德恒理念；

并制定“师德规范”和“大学生行为规范”。通过对校园文化的提

炼，确立了“立志为民、服务社会、奉献爱心、践行责任”的核心

价值观。通过《立志为民 服务社会》校本教材的教育教学力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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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院的核心价值观深入师生心灵，成为校园文化的内核，成为学

院的灵魂和品牌，成为推动我院发展的内在力量和引领大学生选择

价值目标及进行价值追求的校园精神。

拥有我院自编的德育特色教材。编写《立志为民 服务社会》

校本教材的直接目的，就是力图有一本符合职业学院学生实际，使

大学生听得进、学得会、用得上的德育教材；通过反复的、展开的、

深度的教育教学研究、实施过程，使大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洞悉

做事的规律，打上科学的、高尚的德育思想烙印，以便终身受益，

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

教育目标。

归结起来，要求辽宁理工职业学院的学生：立志为民、服务社

会，不仅在学生时代立下志向为民、为社会服务，而且要从学生时

代做起，受益终身。

我院的毕业生能为人民的事业尽心竭力、为社会的发展发光发

热，将是我们的骄傲与幸福！

编  者

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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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把握为民内涵是立志为民、
                服务社会的思想基础

提  要

所谓“思想”，就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基础就是

最基本的工具和思想。我院提出的“立志为民、服务社会”的核心

价值观，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派生物。立志为民、服务社会

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的理论意义，主要包括为人民服

务是我们党的政治立场、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

服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人民服务是人生价值核心原则；二是

它的实践层次，系指有偿劳动地为人民服务、互帮互助地为人民服

务、奉献爱心地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们从理论

上、实践上把握内涵，就会为大学生立志为民、服务社会奠定坚实

的思想基础。

从研究问题的一般规律而言，只有搞清“为什么”“是什么”“怎

么办”，才会奠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良好思想基础，进而提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我院的核心价值观“立志为

民、服务社会”，无疑是为人民服务的派生物，不仅具有鲜活的理论

内涵，而且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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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书信选集》，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7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855 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004 页。

第一节  立志为民、服务社会的理论意义

经考证，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一重要命题是

在 1939 年。这一年的 2 月 20 日，毛泽东同志在致张闻天同志的一

封信中，谈到儒家旧道德之勇时，认为那种“勇”只是“勇于压迫

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①。这是我们所见

到的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1942 年 5 月，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应该为人

民服务的思想。他说 :“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

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

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②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把

“为人民服务”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的高度，

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毛泽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为人民服务

的思想是在 1944 年 9 月 8 日。在为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

悼会上，毛泽东同志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作了重要讲话。在这

次讲话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指出 :“我们的

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

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

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

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

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③之后，毛泽东又在同年 9

月 18 日发表的《坚持为人民服务》一文中、10 月 4 日到清凉山中央

印刷厂礼堂看望《解放日报》及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的讲话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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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版，第 1027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094—1095 页。

月 30 日发表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12 月 15 日在陕

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为人

民服务”问题。尤其是在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礼堂的讲话中，毛泽东

第一次在“为人民服务”的前边加上了“全心全意”四个字。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致的开幕词

中明确告诫全党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

为中国人民服务。”①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全心全

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

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

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党的七大正式把“为人民

服务”的思想写进党章，第一次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一、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政治立场

在我们党的丰富、系统、深邃的理论体系中，为人民服务是我

们党的政治立场。因为，“为人民服务”建筑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

表明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党的群众路线是政治立场

的具体体现。

“人民”一词古已有之。在中国古籍中，人民一般泛指人生，“人

渝友蚌槟偕瞰疙…〃众》罄师×俚潦「优傥旖悯渝。愁渝。祷岬伛”晡

慈锈偕瞰娘偕姣伛萏县入渝偕标…〃众》回粕×幼跋×射嗨扇「优娆嗄

希腊、古罗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M. T. 西塞罗等人的著作中也

使用过人民的概念，但它是指奴隶主和自由民，不包括占人口大多

数的奴隶。近代以后，“人民”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但往往与公民、

国民等词混用，泛指社会的全体成员。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人民”

这一概念才有了科学的和确定的含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



立志为民 服务社会

004

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范畴，指在人口中占大多数、顺应历史发展

和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人民始终是推动历史前

进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候

统统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神的意志”，或

某种“精神”及其少数代表人物的杰出努力和创造。直到马克思创

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人们才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

扩大。”①人民群众总是在社会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

总是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揭示和发展指导自己前

进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是其区

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

程中始终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毛

泽东同志总结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经验，形成了我们党“一切为

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③的密切联系

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邓小平同志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

程的报告》中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

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

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④江泽民同志在

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

路线。”⑤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

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03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899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第 217—218 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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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可见，群众观点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观

点，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保持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二、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这是由我国宪法所决定。宪

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政权性质，

即社会主义的人民政府。人民性是我国政权机关的根本属性。马克

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曾经指出：“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

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

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①在这

里，马克思指出了两种政权机关的本质区别：一个是“压迫性质的

机关”，一个则是“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即我们所说的人民政

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国政权机关是人

民的政权，为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和各级官员的根本职责。人民是

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

真正的最终的来源。国家权力实质上是一种委托权，体现了一种委

托关系。人民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部分权力委托给领导干部

和国家公务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受委托代表人民进行这种管

理。政府中的官员，不管是委任的、选任的，还是考任的、聘任

的，都是接受人民的委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

务。人民“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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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①。可见，在这种委托关系中，受委托

者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二是忠实

地为人民办事。如果受委托者做不到这两条，人民完全有理由解除

这种委托关系，收回自己的权力。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由党的性质所决定。150 多

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郑重宣布：“无产阶级

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

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② 1921 年

中国共产党一大制定的党纲写明：“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

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

命。”1922 年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规定：“我

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

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

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③党的十六大

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几代领导人

关于党群关系的论述，充分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毛泽东同志的

《为人民服务》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

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④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才使我们党赢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胜利后

我们党并没有抛弃这一宗旨，而是在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始终坚持。

1956 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

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

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⑤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

①《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28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83 页，第 285 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7—58 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004 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第 257 页。



第一章  /  把握为民内涵是立志为民服务社会的思想基础     

007

重要思想，本质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

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我们党来

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这是由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所决定。自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到夺取政权，中国先后出现过几百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包括国民党这样曾经一度执政的政党，但唯有

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走向成

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如果要说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最根本的

一条，就是党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紧紧

绑在一起。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总是用自己在革命战争年

代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老百姓就没有共产党。从北伐战争、

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和枪林弹雨

中，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之所以能够百折不挠，“星火燎原”，最

终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根本原因就在于“军队和老百

姓，咱们是一家人”，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恰似“如鱼得水”。“最后

的一口粮，做的是军粮；最后的一块布，做的是军鞋；最后的一个

儿子啊，送到了部队上。”这是当年的一首歌谣。正如陈毅元帅曾经

说过的那样：“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

新中国的诞生和共产党的壮大，又何尝不是老百姓用血汗和生命换

来的呢！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就谆谆告诫全党，要努力发

扬“三大作风”，千万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要做人民的勤务员，

不要做官当老爷。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反

复要求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保持优良传统，做人民的公仆，因

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

问题。无须讳言的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的

实际状况令人忧心，发人深省。一些党员干部在对待和处理这些关

系的认识上和行动上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错位甚至颠倒，滋长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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