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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地域廉洁文化的基本内容

（一）历史资源

浙江地域廉洁文化是在浙江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环境下

形成的关于廉洁自律、反腐倡廉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价值取

向等的总和。正如谢晓锐和董翼就认为“廉洁文化蕴含着深厚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经验的科学总

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部分。”[1]浙江廉洁文化

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宋明理学中的廉洁思想元素。可以说，正是宋

明理学在哲学体系化上的建构催生了独特的浙江地域廉洁文化。

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所提倡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的清廉思想至今仍旧影响深远。明代的于谦更是留下了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绝唱。“这对中华民

族独特的伦理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及精神风貌的

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2]这种清廉思想也成为浙江地域文

化气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张载、程颐、程颢等人所论述

的“天地立心”“义利之辩”等理念也为构建浙江地域廉洁文化体

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源泉。浙江地域文化的廉洁气质继承于中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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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其所创造的大量优秀廉洁文化元素不仅为新

时代地域廉洁文化融入高校课堂教学提供了历史资源，还能推动

高校廉洁作风建设，塑造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二）现实资源

廉洁文化是浙江的宝贵财富，历经后世朝代更迭仍熠熠生

辉，时代赋予它新的注脚，使之历久弥新、涤荡人心，浙江地域

廉洁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是开展浙江特色廉洁教育、涵养时

代新风的必经之路。浙江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具有当地特

色的廉洁文化元素较多，各地各部门深挖蕴含其中的廉洁基因，

坚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丰富廉洁文化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

推动了优秀传统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例如“浙江

清廉村官”“最多跑一次”“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等创造性经

验不仅为高校廉洁文化教育提供了诸多鲜活的廉政案例，更是为

全国廉政建设贡献了浙江智慧和浙江经验。这些案例可以应用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或者“形势与政

策”课程之中。正如董瑛和仲帅认为“清廉浙江作为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清廉中国建设重要论述的省域创新实践，有其中国特色与

地方气派相结合的基本内涵。”[3]浙江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创新运用了关于清廉中国建设重要论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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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省域层面率先开展全域性的清廉浙江建设。浙江在廉洁文化

方面的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廉政文化实践案例，并成为新

时代大学生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廉政案例犹如一

座丰富的教育资源宝库，为思政课堂注入鲜活的内容，对培育学

生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念具有深远意义。

二、浙江地域廉洁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可能性

路径

（一）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因地制宜增强案例的多样性

1.挖掘浙江廉洁人物案例，以廉洁人物故事融入思政课堂

浙江自古以来就孕育出众多廉洁奉公的人物，深入挖掘浙江

历史和现代的廉洁人物事迹能在精神上滋养学生的心灵，让清正

廉洁的价值观深深扎根学生心中。可将此内容结合“思想道德与

法治”的第二节正确的人生观进行讲解。在古代，有清正廉洁、

一心为民的杭州人于谦。当时明朝官场贪污腐败之风盛行，但于

谦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在面对各种利益诱惑时不为所动，一心

只为百姓谋福祉，在任期间大力整顿吏治，积极抵御外敌，他的

廉洁与忠诚不仅维护了一方安宁，更是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熠熠

生辉的精神财富。在思政课堂讲述于谦的故事，可以让学生深刻

理解廉洁不是口号，而是在面对各种利益权衡时坚定地选择公义

与良知。再比如浦江郑义门以廉治家。郑氏家族在数百年间，合

族同居，规定族人不得私藏钱财，一切收入都归公库统一管理。

郑义门的子弟在外地为官时，常常以廉洁奉公著称。他们严格遵

守家族的家规，拒绝贿赂，并且积极为百姓谋福利。在近代，竺

可桢先生作为著名的气象学家和教育家，他在主持浙江大学的工

作期间，秉持着廉洁自律的作风，在学校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依

然坚持公正分配资源。他生活简朴，却把大量的心血和资金投入

到学校的科研、教学建设以及对学生的培养上。他对待工作一丝

不苟，对待学术公正严谨，对待公财廉洁奉公。在竺可桢的领导

下，浙江大学在艰难的时期依然蓬勃发展，成为了一所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学府。竺可桢先生的故事融入思政课堂，能让学生明白

廉洁不仅仅体现在官场拒绝贿赂，而是要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应

该做到公正廉洁，合理使用资源，以大局和长远发展为重。

2.运用浙江廉洁制度建设案例

浙江在廉政制度建设方面有许多创新举措。该内容可与“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的全面深化改革相结

合。例如浙江“最多跑一次”中的廉洁监督机制不仅是政务服务

的创新，也蕴含着廉洁制度建设。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建立了严

格的监督机制，通过信息公开平台，将办事流程、所需材料、办

理时间等全面公开，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一旦发现公职人员

故意刁难办事群众、拖延办理时间或者违规操作等行为，将受到

严肃的纪律处分。这一机制的建立，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

保障了廉洁行政，防止公职人员在审批等环节的权力寻租。浙江

在基层治理方面的枫桥经验也是廉政建设的宝贵财富。枫桥经验

强调充分发挥群众民主监督的力量，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群众是

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廉洁监督的重要力量。在枫桥，群众积极

参与村务管理、社区事务监督等，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廉洁约束机

制。这种理念融入思政课堂，可以让学生明白廉洁不仅仅是政府

官员或公职人员的事情，而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一个公民都

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会的廉洁建设中来，通过民主监督防止腐

败现象的滋生。此外，浙江还通过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明

确村级组织和干部在各类事务中的权力范围和运行流程。比如在

村级财务收支、工程项目建设、土地流转等方面，都规定了详细

的操作步骤。这一制度有效地约束了村级干部的权力，避免了基

层“微腐败”的发生。因为以前村级权力运行不规范，存在很多

模糊地带，容易滋生腐败现象，而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将权力关进

了制度的笼子里。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课中，讲解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内容时，可以引入这些

案例，分析制度建设对廉洁政治的保障作用，让学生了解廉洁文

化与制度建设的内在联系。

（二）创新传播的方式手段

1.借助互联网平台增强廉洁文化的渗透力，不断提升廉洁文

化传播的广度

例如，举办廉洁文化主题的微博话题讨论，让学生积极参

与，提高廉洁文化的传播热度，用短视频、微电影等形式，持续

增强廉洁文化宣传推介的广度。比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设廉洁

文化网络虚拟展厅，展厅内可以展示古代廉洁文化的文物、现代

廉政建设的成果、腐败案例的警示等内容。学生可以通过电脑或

移动设备进入展厅进行参观，身临其境般地接受廉洁文化的熏

陶。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增强教育的吸引力，还能让学生更加直观

地感受廉洁文化的内涵。比如，制作生动有趣的廉洁文化动画短

片，以故事化的方式讲述廉洁的重要性。同时，学校还可以利用

在线图书馆、学术数据库等平台，开设廉洁文化专栏，定期发布

廉洁教育的文章、视频等资料，让全校师生随时随地都能获取相

关信息，方便学生查找和研究廉洁文化相关的知识，拓宽学生的

视野。同时，鼓励学生社团、班级等组织建立自己的廉洁文化宣

传账号，开展线上活动。

2.线上线下互动教学。借助在线教学平台开展廉洁文化主题

的讨论、辩论等活动。例如，教师在超星学习通等平台上发布关

于廉洁文化的话题，如“高薪能否养廉”，让学生展开线上辩论，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深度，引导学生思考廉洁对个人、社

会、国家发的重要意义，从源头思考腐败问题的产生会对个人乃

至国家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让学生“以理性思考和辨析为主，通

过说理、讨论等形式，使他们对廉洁的认知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

性层面。”[4]通过这种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首先增强学生对廉洁文

化的兴趣，进而使学生能够主动去思考相应的逻辑脉络，从而完

成廉洁文化的对其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增进大学生的廉洁修

养，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

（三）拓展实践教学方式

1.廉洁文化教育基地

浙江有许多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如于谦祠、南湖革命纪念馆

等。组织学生到这些基地进行实地参观考察，让学生在实地体验中

感受廉洁文化的熏陶。在参观于谦祠时，学生可以深入了解于谦所



2025.1 | 109

代表的清官文化及其展现出的坚守原则、奉公守法、淡泊名利等高

尚品德，以生动、鲜活的实地走访激励学生崇尚廉洁、践行廉洁，

传承优秀的廉洁文化传统。在组织学生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时，学

生可重温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以及壮大的历程，在其中，学生能

够体会到早期共产党人的廉洁自律与伟大的革命精神，使学生对党

的红色革命历史有切身的实地感受。“学习红船精神除使其与理论

相结合外，还应与社会实践结合，使其能够发挥出最大作用，从而

帮助学生更加深 刻理解红船精神内涵，同时自觉将其落实于社会实

践之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与品质。”[5]将浙江地域廉洁文化元素

有机融入教学场景，可开展以廉洁为核心的主题研学或现场教学，

将廉洁课堂搬到文化现场，让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览历史、增知

识、受教育，推动新时代的廉洁文化自信建设。

2.廉洁文化主题调研

高校可组织学生开展廉洁文化主题的社会调研活动，如调查

当地社区的廉洁文化建设情况、当地企业的廉洁自律措施等。学

生通过实地调研，撰写调研报告，深入了解廉洁文化在社会各个

层面的体现和存在的问题，提高他们对廉洁文化的感性认识。首

先，可以通过与各级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机关内部廉洁

文化建设的制度体系，如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廉洁教育开展情况

等。收集机关单位在廉洁文化宣传方面的举措，如内部刊物、宣

传栏等内容。其次，深入浙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调查企业

廉洁文化建设与企业经营管理的融合情况。例如，了解企业内部

的廉洁从业规范、反商业贿赂措施等。探究企业在廉洁文化建设

中的创新做法，如通过企业文化活动、员工培训等方式传播廉洁

理念。最后，在社区中开展问卷调查，了解社区居民对廉洁文化

的知晓率和参与度，观察社区开展的廉洁文化活动，如廉洁文艺

演出、廉洁宣传讲座等的实际效果。同时对收集到的问卷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得出关于浙江廉洁文化建设在社会认知、参与等方

面的量化结论，对访谈内容和文献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归纳出浙

江廉洁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存在的问题以及不同层面之间的

差异。

浙江地域廉洁文化元素融入高校思政课堂教学，使抽象的廉

洁教育变得更加生动、具体。通过真实的案例和基层治理的实践

经验，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廉洁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增强对思政

课的兴趣和参与度，从而增强思政课的实效性。浙江地域廉洁文

化涵盖了诚信、公正、自律等多方面的道德内涵，将这些元素融

入思政课堂，有助于学生在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方面

得到全面的提升，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廉洁自律的良好习

惯，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成为有道德、有良知的社会公民。通

过化挖掘浙江属地文化的廉洁文化因素，让学校小课堂和社会大

课堂发挥联动机制，探索廉洁故事进课堂，以多元视角来“讲廉

洁”“学廉洁”“悟廉洁”，从而塑造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

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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