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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民法总则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写入开篇第一条，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

鲜明特点。

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法治与德治就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不可偏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通过法律和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在全社会凝

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气神”。

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

“罄竹法语”——广东东莞长安公园的一处景观：一个形

似古代竹简的雕塑立于花丛中，“翻开”后，上面印刻着中国古

代法学家的治国理念和格言名句。

这是东莞首个以“法治”为主题的公园。“普法小广场”“法

语敲窗”“良法善治亭”“法墨长廊”等数十个核心价值观景观，

巧妙融入公园的线路和自然环境中。公园所在的东莞市长安

镇党委委员张冲说，长安镇把价值观融入公园建设，希望人们

在游憩中体悟法治脉络，感受法治精神。

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二字分量深厚。

“法治信念是对法治所蕴含的价值观高度认同的心理机

制。”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戴木才看来，一个人的道

德觉悟提升了，就会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全社会的道德水

准提升了，法治建设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发挥道德的教化

作用，为法治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山东省近年来积极探索加强道德文化领域相关立法，深

入实施“四德工程”和乡村文明行动，以修订完善乡规民约为

切入点，以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为重点，大力推动移

风易俗。

江西省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突破口，推动法院、媒

体、银行等部门共同建立“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成

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载体。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彭静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把核心价值

观融入法治建设，用善法有力支撑核心价值观建设，有助于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升公民和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

配偶因高利贷、赌博、吸毒而负债累累，离婚后另一方还

要帮着还债？今年年初，司法实践中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新

问题和新情况引起人们的讨论。

2 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婚姻法司法解释作出补充规

定，强调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同时，最高法下发

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在家事审判工作中正确处

理夫妻债务，推进和谐健康诚信经济社会建设。

“公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