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精神文明建设
.

当前地矿部门正在全面开展
“

二次创业
” 。 “

二次创业
”

的关键

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大背景下
,

推进地矿经济体制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

经济增长方式由

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

全面实现
“

九五
”

计划和 2 0 1 0 年远景目标
。

宋瑞祥部长在全国地矿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的讲话中

指出
: “

精神文明既是
`

二次创业
’

的一个 目标
,

也是
`

二次创业
’

的

保证
,

它关系到地矿工作改革和发展的成败
。 ”

同时指出
: “
思想道

德建设要以加强教育为主
,

教育广大干部
、

职工爱岗奉献
,

敬业服

务
,

同时要树立
`

有所发现
,

敢为人先
’

的探宝人特有品格
” 。 “

二次

创业
”

既是我们的目标
,

更是一个过程
,

我们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

难
,

这些困难的克服
,

目标的实现
,

是要靠一支高素质队伍的共同

努力才能实现
,

任务的艰巨性对这支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已深入人心
,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

样是道德经济的观念并没有前者那样引人注意
,

因而对创业道德

的研究和建设应引起各级党 (组 )委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视
。

一
、

创业道德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地位

中华民族有着许多优良传统道德
,

古时候我国中医弟子满师

时
,

师傅必送两件礼物
,

一把雨伞和一盏灯笼
,

教育弟子要为病人

不分晨昏白昼
、

不惧风霜雨雪
。

这就是朴素的医德
,

它是职业道德

的一种体现
。

所谓职业道德
,

是指人们与其职业活动紧密联系
、

具

有其职业特征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
,

是在其职业范围内

形成的特殊的道德
。

事实上
,

在现代社会中为了约束人们在各个领

域的行为
,

保证社会各个部门的正常运转
,

通常必需两大支柱
,

一

是
“

硬
”

支柱
:

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
另一是

“

软
”

支柱
:

各种道德

.李晓荣肖勇刘家权

创业道德建设初探

准则和道德规范
。

道德作为社会规范的特殊形

式
,

既使在法律
、

法规不健全
、

不完善的情况下
,

或者当法律
、

法规管不了的情况下
,

道德能帮助

人们正确抉择行为
,

因为它是出自生活的需要
,

调整人与人
,

人与社会
,

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

系
,

用于判断每个人的行为善恶
,

从而促使人们

趋善避恶
,

发挥着精神领域中凝聚力作用
。

在现

实社会中
,

每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在从事

一定职业
,

所以都要遵守本行业和本岗位的社

会地位
、

功能
、

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道德准则和

行为规范
。

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反

映了其思想道德水平
。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

议中指出要
“

大力倡导爱岗敬业
、

诚实守信
、

办

事公道
、

服务群众
、

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
。 ”

这是

一 10 一

现阶段我国各行各业都要遵守的公共性的职业

道德准则
,

要求人们树立职业责任感
,

把职业行

为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
,

把职业道德建设作为

思想道德建设的关键点和突破 口
。

当前我国职业道德建设状况也有不少令人

担优之处
,

主要表现在
: “

一些领域道德失范
、

拜

金主义
、

享乐主义
、

个人主义滋长
;

封建迷信活

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 ;假冒伪劣
、

欺

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
;
文化事业受到消极 因素

的严重冲击
,

危害青少年身心的东西屡禁不止
;

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
,

党风
、

政风受到很大

损害 ;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
,

对社会主义前途

发生困惑和动摇
。 ”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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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建设在我国现阶段的思想道德建设中

有着重要的地位
。 “

二次创业
”

不仅仅是要完成

既定的指标和各项任务
,

也是关系到把一支什

么素质的地矿队伍带到二十一世纪
,

在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衡量
“

二次创业
”

的成败
,

不仅仅是
“

二次创业
”

各项成果的实现
,

也是对创业全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引

导行业服务社会
、

贡献国家的检验
。

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
,

创业道

德作为思想道德中的一个层次在我们地矿行业

整个思想中占有主要地位
。

二
、

创业道德应具有什么样的标准

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

一方

面
,

它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服务于经济基础
,

另一方面
,

道德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

它具有自

身发展的特殊规律
,

其根本一点道德体现的是

人类在精神生活的自觉追求
。

正如宋部长《讲

话 》中所指出的那样
“

一部《年青一代 》电影和一

首《勘探队之歌 》在社会广为流传
,

感召了一代

又一代有志青年报考地质院校
,

投身地质事业
。

他们热爱祖国
,

热爱社会主义
,

凭一腔热血
,

以

火一般的热情
,

风餐露宿
,

踏遍大江南北
,

为祖

国寻找宝藏
。

在长期的创业实践中凝炼着具有

地矿行业特色的以献身地质为荣
,

以艰苦奋斗

为荣
,

以找矿立功为荣的
`

三光荣
’

精神
。

这些
,

逐步成为了激励广大地矿干部
、

职工 的强大精

神支柱
” 。 “

三光荣
”

精神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为宏

观背景下 的探宝找矿 的地矿人的行业道德准

则
,

正是一代又一代人对这种道德准则的 自愿

自觉的追求
,

才有了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上许

多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

才有了
“

一次创业
”

的

辉煌胜利
。

今天
,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

观背景下
, “

地矿部门经历 了重大改革和发展
,

从单纯的
`

地质找矿
’

走向
`

地质一找矿
’

为中

心
,

现在又实行勘查
、

开发一体化
,

积极发展多

种经营
,

产业经济呈现活力
;
从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
`

要钱找矿
’

逐步走 向根据市场需求
`

找钱找

矿
’ ,

开始走出中国地质勘查行业的新路子
。 ”

(摘 自宋部长《讲话 》 )
。

笔者认为
,

创业道德的标

准既不脱离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
,

又是适应市

场经济道德特别是
“

二次创业
”

实际的要求
,

就

是说
,

它既要适应目前的地勘单位的实际和人

们的思想觉悟
,

又要保证地矿大多数职工能接

受做到
,

并且要超越现实
,

表达行业职工对先进

道德的向往与追求
。

当前
,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
,

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

它开拓 了生产力发展的广阔领域
,

给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创造了新的条件
,

增添了新的活力
。

同时
,

它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
,

人们的道

德观念
、

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

既有对我们民

族传统道德的扬弃
,

更多的是共产主义
、

社会主

义道德的建立
,

既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

念产生巨大冲击
,

又催化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道德观念的形成
。

因此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

议指出
“

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社会主义
、

共产

主义思想道德
。

同时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

要求结合起来
,

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

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
,

一切有利

于 国家统一
、

民族团结
、

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
,

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
、

抵制假恶丑
、

弘扬正气

的思想道德
,

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
,

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
。 ”

创业道德作为思想道德的一个层次
,

标准

的确立既不能太低
,

也不能太高
。

太低对整个地

矿职工的创业行为不能起规范指导作用
,

太高

不利人们去遵循
。

当前创业道德的标准最基本

的是要教育地矿行业职工正确处理好国家
、

集

体
、

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

在此基础之上承

认和尊重个人利益
。

笔者提的创业道德标准是

基于
“

地勘单位刚刚步人市场
,

不少单位仍有很

多困难
,

从观念到管理
,

仍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

束缚
,

缺乏活力
,

在有的干部
、

职工中甚至存在

着
`

地勘单位能不能搞好 ? 有没有希望 ? 社会还

要不要地勘单位?
,

的疑虑
,

对
`

二次创业
’

缺乏

信心
。 ”

(摘 自宋部长《讲话 ))) 这个现实
。

对目前

一 1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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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勘单位来讲
,

生存仍是首要的问题
,

如果

连生存的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
,

谈何发展
。

在创

业道德建设上
,

首先要打破的是
“

等
、

靠
、

要
、

怨
”

的思想
,

建立与市场经济竞争意识
、

效率意识
、

开拓自立意识
、

创新意识相适应的新观念
。

三
、

建立创业道德规范

在具体的道德规范或行为规则上
,

创业道

德必须体现 《决议 》中指出的
:

以为人民服务为

核心
,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

以爱祖国
、

爱人民
、

爱

劳动
、

爱科学
、

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

义道德精神
。

概括出符合地矿行业
“

二次创业
”

特点的道德规范
,

笔者做一些提炼
,

供研究探

讨
,

以便进一步完善
。

— 竞争
、

创新 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
,

可

以合理配置社会有限资源
,

调动社会和人们的

创造性和积极性
。 “

二次创业
”

由
“

要钱找矿
”

转

变为
“

找钱找矿
” ,

只有大力倡导竞争
,

才能打破

那种自我封闭
,

无所作为
,

小富即安的观念
,

树

立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
、

自我发展
、

自我约束的

意识
,

去大力开拓市场
,

从而开拓一条良性发展

的康庄大道
。

创新和竞争是一对亲兄弟
,

创新就

是不怕
“

冒
” ,

敢为人先
,

只有大胆创新才能抓住

机遇
,

适应挑战
,

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胜机
,

因

此探宝人的那种
“

有所发现
、

敢为人先
”

的特有

品格
,

在机会很多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应该发扬

光大
。

事实上现在情况比较好的地勘单位
,

无不

是善于竞争
、

敢于竞争
、

积极创新的
。

邓小平在

南巡谈话中指出
: “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

敢

于试验
,

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

看准了的就大胆

地试
,

大胆地闯
。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

没

有一点闯的精神
,

没有一点
`

冒
’

的精神
,

没有一

股气呀
、

劲呀
,

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

走不出一条

新路
,

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 ”

(((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3 72 页 )这番话尤其值得我们在
“

二次创业
”

中深刻领会并实行之
。

当然
,

我们所讲的竞争
,

绝不是那种损人利己
、

尔虞我诈的竞争
,

更不是

挖社会主义墙脚
,

有损国家
、

集体利益的竞争
,

而是守法纪
、

顾大局
、

讲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竞

一 1 2 一

争
。

— 团结
、

奋进
“

团结就是力量
” ,

邓小平

同志说
“

最主要的是人的团结
,

要团结就要有一

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 ”

(((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1 90 页 )
“

二次创业
”

就是我们全体地矿职

工的理想的信念
,

我们要用这样的理想和信念
,

把职工团结起来
。

团结不是一团和气
,

搞小派别

小圈子
,

小团体主义
,

本位主义
,

不讲原则的团

结
。

而是要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全局观念
。

团结

首先是领导班子的团结
,

领导干部要光明磊落
,

以身作则
,

为人师表
,

其次是干群的团结
,

做到

这一点才能有一个安稳的环境
,

才能在困难曲

折面前不人心涣散
,

而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
, “

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

群众
,

叫做万众一心
。

有了这样的团结
,

任何困

难和挫折都能克服
。 ”

(((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1 9 0 页 )

— 敬业
、

守佰 敬业是弘扬职业道德的

前提和核心
,

只有敬业才能爱岗
,

爱顾客
,

才能

忠于职守
。

在我们的
“

二次创业
”
中每一职业只

是分工的不同
,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

因此要大力

提倡干一行
、

爱一行
,

对本职工作发扬
“

螺丝钉
”

精神
,

精益求精
。

只有敬业
,

才能够提高我们的

工作质量
,

才能保证
“

二次创业
”

为国家提供高

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实现
。 “

二次创业
”

我

们面向的是广阔的市场
,

经济交往 日益复杂多

样
,

要求我们树立遵纪守信的道德意识
,

邓小平

同志早在 1 9 8 5 年就指出
: “
一切企业事业单位

,

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
,

都必须实行信

誉高于一切
,

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
。 ”

((( 邓小

平文选 》第 3 卷 14 5 页 )健康
、

成熟的市场经济

特别强调守信
,

只有做到守信
,

办事公道
,

才能

更好地发挥每一个行业
,

每一个岗位的功能
,

才

能促进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
。

— 服务
、

奉献 随着社会分工 的 日益多

样化和深化
,

每一个岗位和职业既是服务者
,

也

是被服务者
。

人们就是以这种角色和社会发生

联系
。

资本主义国家提出
“

顾客是上帝
” ,

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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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较好的服务
,

产品才能打开市场
,

有较好的

服务
,

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赢得比别人多得多的

机会
,

服务态度的好坏高低
,

直接关系你所能获

得财富的多少
。 “

二次创业
”

不论行业外部和内

部
,

都充满着激烈的竞争
,

服务的观念要深人人

心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

道德的问题
,

根本上是

解决
“

为我
” 、 “

为他
”

的问题
。 “

实际上
,

道德的基

础不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
,

而是对整体的幸福
,

即对部落
、

民族
、

阶级
、

人类幸福的追求
。

这种愿

望和利己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

相反地
,

它总是要

以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为前提
。 ”

((( 普列汉诺夫

哲学著作选集 》第 1 卷 5 51 页 )奉献是我们一次

创业 的光荣传统
,

在二次创业中我们要继续发

扬光大
,

促使创业价值升华
。

讲奉献并不是否定

个体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

而是要在符合道德的

条件下
,

通过合法劳动谋取财富
,

这是要坚决鼓

励支持的
。

讲
“

奉献
” ,

关键之处就是要正确地处

理国家
、

集体
、

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

国家
、

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

当三者之间发生矛盾

时
,

个人利益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

此外
,

协作
、

效率
、

公平
、

廉洁
、

先富和共富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这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
,

理当是我们创业道路必

须遵守的规范
。

总之
, “

二次创业
”

要我们深刻改

变的观念之一
,

就是整个行业将要以利益为主

导去开展我们的各项工作
,

这是市场经济的利

益驱动人们行为动机所决定的
,

这种冲击在我

们各项法规还不健全的情况下
,

往往带有巨大

的破坏性
,

我们的道德观念和准则
,

同样受到其

猛烈的冲击
,

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就是说明
,

但

是这种
“

利益驱动
”

不是唯一的因素
,

作为经济

人和道德人的现代人
,

其道德观念必然参与其

经济行为动机的构成
,

因此一方面
,

作为经济

人
,

要遵循经济规律
,

谋求经济利益
,

另一方面
,

作为道德人
,

又得在遵守道德准则的前提下谋

取正当的物质利益
,

毫无疑问
,

道德水准越高
,

作为道德人的表现就更加明显有力度
。 “

二次创

业
”

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
,

创业

道德建设的提出是有一定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

本文抛砖引玉
,

希望专家学者共同提出创业道

德建设的新思路
、

新方法
,

保证我们
“

二次创业
”

的健康发展
。

(安徽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

(上接第 5 页 )其年 自产黄金量的 10 %作为加

工首饰进人市场销售
,

以提高企业 的经济效益

和还贷能力
。

三
、

利用两种资源 (资金 )
,

开拓两个市场

云南省省长和志强曾指出
:

希望地矿部门

为全省加速培植矿业支柱产业再立新功
,

为云

南实施第二次大规模矿业开发战略再创佳绩
。

云南边境线长达 4 0 0 0 多公里
,

相邻国家矿产资

源丰富
,

巫待加快勘查与开发
。

地矿部门应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
,

大步走出国门
,

合资
、

合作勘查

和开发紧缺矿产资源
,

做好利用两种资源
、

两种

资金和开拓两个市场的工作
,

以利于培植云南

矿业支柱产业
。

为尽快把以磷化工
、

有色金属矿

产为重点的矿业开发建成云南新的支柱产业
,

省各矿业相关部门应认真贯彻 《云南省鼓励外

商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规定 》
。

本着
“

优势

互补
,

共同发展
”

的原则
,

多渠道
、

多形式与国际

矿业界已广泛接触
,

仅 1 年时间就先后同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荷兰
、

日本
、

老挝等 9 个国家

和地区签订了 17 项合资
、

合作勘查
、

开发国内

外的矿产资源协议
,

涉及有色金属
、

黑色金属
、

贵金属和化工原料等 10 余个优势矿种
,

引进外

资协议金额数十亿元
。

其中规模较大
、

资金有保

障
、

科技含量较高的外资矿产风险勘查
、

开发项

目
,

有的已经启动
,

有的正加紧进行实地踏勘准

备工作
,

为
“

九五
”

及其以后云南矿业的大开发
、

大发展
,

建成矿业支柱产业奠定坚实基础
。

随着云南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
、

基础设施

的改善和澜沧江一循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 目

的逐步到位
,

必将为云南矿业开发走出去
、

请进

来提供广阔舞台
,

引进外资进行矿产风险勘查
、

开发项 目
,

也必将纷至沓来
。

(云南地矿厅 )

一 1 3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