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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五次集体学习（扩大）会议 

7 月 22 日，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第五次集体学习（扩

大）会议，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校长张政文主持会议并作主旨发言，

副校长张树辉领学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校领导，全体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全体中层

干部参加会议。 

在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上，张政文围绕习总书记“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的重要论述，结合学校实际工作谈了对“七一”重要

讲话的学习心得和实践要求。 

张政文指出，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在我党的百年历史中是

一份非常伟大而光辉的文献，既是对我们党百年历史的深刻总结和概

括，也是全国各条战线现实工作的基本遵循，同时还是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辉指引。我们既要深入学习、认真领会，又要落

实到工作中去，要在为人民群众干实事、做好事上来体现对“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的践行和承诺。 

张政文强调，学校的“江山”就是广大师生员工。我们的基本立

场、基本理念、基本工作思路就是要紧紧依靠广大的师生员工，就是

要为他们服务，就是让他们发挥最大创造性的动能去推进学校的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领会和践行总书记关于“人民就是江山，江

山就是人民”这一伟大思想。 

集体学习结束后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会议由副校长张树辉主持。

张树辉传达了社科院保密委员会《关于学习贯彻<“十四五”时期全

国保密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副校长王新清部署了放假前后学校的

重点工作，校纪委书记、副校长尤利前强调了疫情防控安全工作和纪

律工作，校长张政文作了讲话。 

 



★探索党史学习教育校企联学共建模式——我校与七冶建设集团

深入贵州红色圣地实地调研 

为持续纵深推进党史学习教育，7 月 30 日，学校党委常委、副

校长张树辉率队前往贵阳、瓮安等红色圣地，与七冶建设集团联合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实地调研，共同探索党史学习教育校企联学共建模式。 

调研团队赴瓮安县冷少农烈士故居，参观冷少农故居陈列展，踏

寻烈士足迹，重温光辉历史。冷少农的长孙冷启中讲述了冷少农烈士

的生平事迹。 

调研团队前往瓮安县档案馆，进一步查阅、记录了冷少农烈士的

相关资料。冷少农，原名冷肇隆，出生在瓮安县的一户贫寒农家。25

岁时，赴广州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成为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

任周恩来的办公室秘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打入敌人“心脏”，

自此开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谍报员历程。1932 年 6 月 9 日，年仅 32

岁的冷少农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 

调研团队前往瓮安县猴场会议纪念馆参观调研。猴场会议是在黎

平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

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被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相关历

史图片、珍贵实物、生动影像和感人故事，让调研团队深刻感悟到红

军“运筹帷幄战黔中”的英雄事迹，真切体会到红军长征的艰辛和共

产党人不忘初心、勇敢前进的大无畏精神，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

育。 

 



★2021 级本科新生开学第一课精彩开讲 

9 月 6 日下午 14时，2021 级本科新生“开学第一课”在行政楼

140 会议室举行，党委常务副书记、校长张政文以“中国大地是建设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文化根基”为题，带给全体本科新生别开生

面的第一堂课。 

张政文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是一所培养人文社会科学拔尖

人才的研究型大学，“办好社科大”是党中央交代的一项政治性、长

远性、战略性工作。我校是一所年轻的学校，正值英雄少年，必将大

有前途。张政文要求全体新生将两个重大责任担负在肩，成为党和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者和忠实可靠的接班人。希望同学们能将

“民族栋梁，国家希望”深深嵌入心灵深处，努力成为有能力、有胆

识的人，坚定中国立场，擦亮世界眼光，厚植人文情怀，胸怀治国理

政的大格局。 

今年，我们共同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堂别开生面

的“开学第一课”，将传统文化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其中，是 2021 级

本科新生红色教育的重要环节，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三全育

人”的直接体现，也是我校积极构建思政育人的良性机制的重要举措。 

这堂近三个小时的开学第一课，字字铿锵却又娓娓道来，传递着

触动心灵的力量，赢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师生纷纷表示，这堂精

彩的“开学第一课”给自己带来了满满的收获和深刻的思考。 

 

★如何办好社科大｜哲学院举办“深化科教融合，做好本科生教



学和毕业规划”交流会 

为深化科教融合，促进本科生与学业导师深度交流，7 月 14 日，

社科院哲学所主要领导，各研究室、教研室负责人，本科生授课老师，

社科大哲学院教职工、全体本科生在哲学所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

流会。 

哲学所党委书记、社科大哲学院院长王立胜指出：“科教融合”

是社科大的重大战略，也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如何办好社科大，

如何做好本科生培养工作，在哲学所和哲学院的工作中具有突出地位，

这关系到本科生的前途，关系到哲学所和哲学院后备人才的培养，关

系到哲学所和哲学院的声誉。哲学所和哲学院的学者和老师们要在教

书育人上多下功夫，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做好本科生的教育和培养工作。 

哲学所所长、社科大哲学院副院长张志强指出：哲学院的学子们

应该更多地了解哲学所的传统：一是“求真”，这个“真”既指认识

论上的真理，也指道德上的“真诚”；二是“务实”，它表现为理论

与实际的结合，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结合。 

学术报告是交流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李景源、赵汀阳和李河三位

资深研究员分别做了主题报告；毕芙蓉、赵猛和匡钊老师分享了自己

在社科大从事教学的体会与思考。 

哲学院党总支书记韩育哲介绍了学院学生工作的整体情况，并总

结说，今天的交流会不仅是同学们的回家之旅，也是哲学所和哲学院

落实“办好社科大”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后这样的活动会常态化。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

大学留学生重要回信精神”活动圆满举行 

7 月 19 日上午，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际教育学院联合举办了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留学生重要回信精神”学习交流活

动。副校长张波出席活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李提主持会议。 

李提传达了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

神的通知。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朱孔京带领各位党员再次回顾了

习近平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的回信内容。 

朱孔京、李提、杨迎兵、曾茂富及其他党员同志结合我校留学生

培养工作的具体实例，对如何做好援外项目、贯彻来华留学生培养方

案、促进社科大国际交流合作等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 

张波指出，来华留学生是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和友

好力量，做好来华留学生培养是我们的重要使命，习总书记的回信精

神为我们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她要求：要充分发

挥我校科教融合优势，进一步探索并优化留学生培养模式；综合运用

各类新媒体技术，弥补由于疫情阻碍不能开展的实地考察科研学习；

广泛做好宣传工作，通过英语宣传片等途径展现我校留学生工作和国

际交流合作成果，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来到社科大。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掠影（二则） 

一、马院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网站上线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实施方案》总体安排，为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的辉煌成

就和学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学院党总支、新闻中心在学校网络

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创建了“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网站”。9月 1 日，网站

正式上线发布。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网站共设五个版块：“工作动态”版块展示了

学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5+5”特色工作的内容。“重要论述”版块刊

登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理论学习”版块

发布了知名学者关于中共党史、“七一讲话”的研究与解读成果。“学

术讲座”版块记录了党史学习教育相关讲座的主要内容和精彩瞬间。

“师生畅谈”版块下设三个子栏目——“马院青年畅谈党史”“马院

师生深入学习谢伏瞻院长党史学习专题报告”“马院师生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二、第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 21 人论坛征文启事 

为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青年学子之间的学术交流，提升

当代青年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关切程度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学

院拟于 2021 年 11 月举办第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 21

人论坛（以下简称“21 人论坛”）。 

“21人论坛”将面向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

业研究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范围内征稿，并邀请优秀论文

作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论坛。本次论坛鼓励对学科前沿和社会热点问

题有思考有钻研有见解的同学前来参会。 

 



★校团委暑期派出多支实践团队探访红色圣地、重走红色道路 

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为引导学生爱党爱国，传承红色基因，学

校团委派出多支实践团队，探访红色圣地，重走红色道路，在实践中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7 月 27 日至 31日，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秦国伟老师指导的实践团

队前往湖南，探访了毛泽东故居和毛泽东纪念馆、湘乡市东山学校，

拜访了湘潭大学的教授和前湘潭市文联主席，重温了少年毛泽东走出

韶山冲、求学于东山、踏上革命路的全部历程。 

7 月 25 日至 31日，新闻传播学院实践团队在陕西省铜川市开展

了为期一周的红色老区实践调研。实践团队深入陈家坡会议展馆、薛

家寨革命旧址、照金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学习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形

成与发展历史、薛家寨红军战士的顽强意志和英勇无畏的精神，领会

了陈家坡会议对于开创西北根据地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 

7 月 24 日至 28日，由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吴要武研究

员指导的实践团队前往革命老区江西省，参观了樟树市博物馆的建党

百年专题展览、临江镇苏维埃政府旧址和太平圩会议旧址等，实地体

会红色基因在传承中坚守，在开拓中弘扬，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里

流淌，薪火相传。 

7 月 27 日至 29日，由政府管理学院刘哲、王海莲老师指导的实

践团队，赴红色革命圣地延安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实践团探访了

革命旧址，采访了延安宝塔山景区负责人孟文梅、杨家岭革命旧址党

支部书记侯振龙、南泥湾革命旧址管理处主任左铁、非遗文化传承负



责人李福爱和延安市八一敬老院老红军辛合年、李福功，获得了第一

手调研资料，深入学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

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民族独立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延安精神，更

体会了延安精神在新时代的发展和重要作用。 

党史学习教育的关键在于学史力行。通过本次“知行社科”暑期

社会实践系列活动，各实践团队成员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

追寻伟人红色足迹，探访共产党历史革命圣地，亲身了解先辈们寻找

良方、拯救民族于水火的艰辛历程，体会到革命先烈对于革命信仰的

坚持和舍我其谁的奉献精神，对诸多历史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党史学习教育之课题研究成果（十三则）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讲话精神》（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

4 期），作者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研

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来源：《管理

世界》2021 年第 8期），作者蔡礼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领导力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

导师。 

《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民营经济理论创新发

展》（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 6 期），作者张菀洺，中国社

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刘

迎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院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秘书长。 



《“领导力”的理论溯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来源：《管

理世界》2021年第 8 期），作者柴宝勇、李梓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及其历史经验》（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7 期），作者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

导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叙事的多维视角》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21 年第 6期），作者辛向阳，中国社会科

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和重大意义——深入把握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创造”的重大论断》（来源：《财贸经济》2021

年第 8 期），作者：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当代

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两个维护”是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来源：《中国纪检监察

报》2021 年 8 月 12 日），作者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奋斗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主旋律》（来源：《福建日报》2021

年 7 月 12 日第 6 版），作者林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 

《中国共产党理论领导力的地位和作用》（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2021年第 4期），作者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

委书记、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 

《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来源：《光明日报》

2021 年 7 月 13 日），作者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纲领的重要论述与理论阐释》（来源：《毛

泽东思想研究》2021 年第 4期），作者苑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李奥美，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19 级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运动专业硕士研

究生。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源：

《党的文献》2021 年第 3 期），作者林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