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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
“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的新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
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
貌更加昂扬向上。
”这不仅深刻阐明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更为新时期加强
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交通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通行业的灵魂，是实现交通又好又快发展的
重要精神支柱。
交通运输是支撑经济良性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和服务性行业，服务是其本
质属性。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交通发展要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提出了“发展现代交通业，建设一个更安全、更通畅、更便捷、更经
济、更可靠、更和谐的现代公路水路交通系统”。
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也正是我们基于交通运输的本质属性和交通行业的神圣使命所作出的价值选择，
是交通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引导交通事业科学发展的价值导向，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强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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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通公安文化课题研究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
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建设交通公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体
民警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行为规范为目标，重点研究了交通公安文化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
和物质文化等四个系统。
    课题研究以实事求是、继承创新、博采众长、突出特色、促进工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原则，贯
穿了交通公安文化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涵盖了交通公安文化建设的基础理论、回顾与总结、展
望与指导等三个方面。
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和界定了交通公安文化的基本概念、构成因素和主要特征；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交
通公安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分析了影响文化建设的各种因素，总结了交通公安机关50年来的传统精
神；从指导实践的角度提出了交通公安机关的价值理念识别系统，较为全面规划了交通公安精神、制
度、行为、物质文化体系建设，研讨了如何加强文化载体和阵地建设，特别是如何开展交通公安文化
的品牌建设与创新发展，为交通公安文化的发展勾画了美好的蓝图。
    文化课题研究既是一个研究理论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建设宣传、动员和实践的过程，还是一个培
养文化建设专门人才的过程。
课题组深入沿江沿海交通公安基层单位进行调研，传播了交通公安文化的新理念、新思想；为配合课
题组研究，交通公安机关在全体民警中开展了核心价值观表述语征集活动，广大民警积极参与、群策
群力；交通公安机关从上至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活动．为课题研究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课题组成员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培养了自己的文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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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交通公安文化概述　　在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林中，交通公安文化是一株茁壮成长
的小树，它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肥沃热土，沐浴着社会主义时代文化的阳光雨露，在祖国万千
公里江海岸线的交通水运事业中磨炼成长，在50余年公安保卫历史和队伍建设历程中焕发生机。
　　交通公安文化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神圣性、厚重性、兼容性、实践性、开放性、承
受性和过滤性的特点。
它包含了鲜明的政治内涵，凝练了厚重的传统精髓，兼容了多重的社会文化，吸纳了清新的时代气息
，是一种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先进文化，是熔铸了交通公安精、气、神的江海警魂。
　　交通公安文化是一种警力，它以其特有的功能提高民警素质、陶冶民警情操、净化民警心灵、激
励民警斗志，对交通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加强交通公安文化建设，既是响应和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局需要，也是交通公安机关文
化育警、文化强警的内在需求。
　　加强交通公安文化建设需要发掘历史。
交通公安成立于解放战争时期，担负着为祖国的交通水运事业保驾护航的神圣责任，为我国交通事业
突飞猛进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交通公安队伍从建国初期的护航大队、护港大队，发展到现在警种齐全、布局合理的数十个港航公安
机关，每一个单位都有自己深深的文化积淀。
　　加强交通公安文化建设需要探究理论。
交通公安文化由深层的精神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和表层的物质文化四个层次构成
。
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和主导，它对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制度文化
把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连成为一体；行为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动态反
映；物质文化是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存在基础和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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