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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局内各单位： 

税务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税务精神

的载体，是广大税务干部的价值基因和时代追求。为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

税务文化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坚定税务文化自信，提高税务文化软实力，推动税务文化繁荣兴

盛，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加强新时代税务文化建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中国税务精神，强化税务职业道德

建设，深化税务精神文明建设，为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收现代化

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精神支撑、道德滋养和文化保证。 

加强新时代税务文化建设，要坚持党对宣传思想和文化工作的领

导权；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税务干部

职工；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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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培养忠

诚担当推进高质量税收现代化大任的税务铁军。 

二、主要内容 

（一）加强政治文化建设 

1.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

话语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把握

正确舆论导向，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加强理论武

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加强理

想信念教育，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

开关”教育，引导党员牢记党的宗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凝

心聚力，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2.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若干准则，加强党性锤炼，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坚

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

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开展党员、公务员、税务干部等身份意识教

育培训，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以良

好政治文化涵养政治生态。 

3.发扬革命文化。大力学习弘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

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注重发挥好

革命文化资源和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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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在“七一”建党节、“八一”

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和重要革命纪念日，组织开展参观革命

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革命先烈等活动，加强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弘扬中华人文精神。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认真继承创新，

融入思想道德教育、税务文化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大力弘扬讲

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思想理

念，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

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开展全员阅读、

书香税务等文化活动，运用中华戏曲、民乐、书法、国画等艺术

形式，增强税务干部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 

5.重视文明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以“家

和万事兴”为主题，广泛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活动。

学习传承中国传统的好家训好家规，整理提炼税务干部家庭的家

训家规，运用生活化的场景、日常化的活动、具象化的载体，以

好家风涵养好政风好行风。鼓励参加全国文明家庭、五好文明家

庭创建活动，弘扬家庭美德，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

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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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思想熏陶和文

化教育功能，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

节等传统节日为重点，精心组织走访慰问、缅怀追思等活动，形

成新的节日习俗。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活动，举办传统经典

诵读、传统礼仪展演、传统体育、民俗文化展示等活动，积极培

育家国情怀和人文情怀。培育节日文明风尚，开展文明餐桌、文

明交通、文明旅行、扶贫助困等活动，倡导崇德向善、勤俭节约、

礼让宽容之风，丰富节日文化内涵。 

（三）践行中国税务精神 

7.构筑共同精神家园。坚持人人宣传践行“忠诚担当 崇法守纪 兴

税强国”的中国税务精神，采取交流研讨、文艺创作等方式，深

入阐释中国税务精神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价值取向，提振税

务干部精气神。推动中国税务精神全方位、立体化宣传教育，做

到上网上墙上桌，做到入脑入心，内化为税务干部自觉弘扬践行、

社会各界广泛认同赞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结合地方文化特

色，进一步明确工作学习、税收执法、纳税服务、绩效管理、数

字人事等文化理念，丰富中国税务精神内涵。 

8.组织精神传播活动。开展主题征文、文艺展示、演讲辩论等活

动，办好税务大讲堂，在税务报刊杂志、内外网站开设中国税务

精神专栏，广泛唱响《中国税务之歌》，引导税务干部交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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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体会、展示精神风采。采取动漫、微电影等干部喜闻乐见的

方式，吸引税务干部踊跃参与、积极传播。保护和促进税务文化

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推进组织文化更新、鼓励文化行动创新、发

展区域文化特性、提倡基层文化特色表现，努力形成一体多样、

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发展格局。 

9.开展税史研究教育。实施中华税史研究工程，开展税史编写、

反映中华民族税收历史，做好中国税务年鉴编纂工作、反映当代

中国税收发展历程。开展税收史料的收集整理、普查登记、保护

展示工作，建设税史陈列室、税收文化博物馆等，传承弘扬税务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把税史教育贯穿税务干部教育培训始终，

增强从事税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 

（四）深化税务精神文明建设 

10.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提升税务系统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水

平，开展具有税务行业文明特色、职业文明特点、岗位文明特征

的创建活动，召开文明单位创建经验交流会，提高文明单位创建

的数量和层次，不断提升税务行业文明程度。积极参与中央和地

方组织的各类评选表彰活动，在窗口服务单位重点开展工人先锋

号、青年文明号、巾帼文明岗等创建活动，确保提供文明优质便

捷服务，着力树立良好税务形象。 

11.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发动基层税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7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