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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研讨会暨《全国社会科学院
年鉴》出版研讨会在京召开

9月26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的“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暨《全国社会科学院年
鉴》出版研讨会”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研讨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
李培林主持，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主席
王伟光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长马援就《全国社会科学院年鉴·2016》
的编撰情况进行了说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长赵剑英致辞，简要介绍了《全国社会科学院
年鉴·2016》的出版情况和发展思路。

王伟光院长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哲学社
会科学界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第一政治
任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问题导向，
始终抓住哲学社会科学工程这一重要抓手，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

山东社科院党委书记唐洲雁出席研讨会
并作为地方社科院的代表作了发言。他指出，
《全国社会科学院年鉴·2016》的出版发行具有
重大意义：一是适应了当今哲学社会科学繁荣
发展的需要；二是填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事
业发展的空白；三是为全国社科院之间搭建了
开展广泛交流和相互借鉴的重要平台。

在重点介绍了山东社科院创新工程实施
的有关情况、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在本省发挥
重要示范作用的基础上，唐洲雁书记提出了三
点建议：

一是由中国社科院牵头，尽快成立全国社
科院系统智库联盟。智库建设是一项系统性、

复杂性、长期性的综合工程，在智库竞争越来
越激烈的情况下，只有深度整合研究资源，建
设智库联盟，才能赢得更大发展空间。2015
年国家院、上海院率先进入了国家新型高端智
库行列，这是社科院系统的荣耀。但不可否认
的是，政府、高校许多智库走在了社科院系统
的前面，25家高端智库中，高校智库就比我们
社科院智库数量多，对此，我们应有危机感。
就在前几天，9月20日，全国高校系统宣布成
立高校智库联盟，标志着中国高校智库开始从
各自为战迈向联合作战、抱团取暖的时代。为
此，建议由中国社科院牵头，尽快组织成立社
科院系统智库联盟，吹响本系统智库服务党和
国家的集结号。

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吸引人才，完善智
库研究的体制机制。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
学过程中，社科研究机构与高校同等重要，是
我国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办、
国办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的意见》中，把社科院智库放在了更加重要的
位置。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大家都知道，前不
久，教育部刚刚公布了“双一流”高校和学科
名单，名单的背后是巨大的经费投入，经费投
入的背后将会是更为激烈的人才竞争。在这
种情况下，社科院智库也应迎难而上，抓住契
机，抓紧建立健全与“双一流”政策相匹配的
社科机构学科建设、学术评价、人才引进培养
使用、经费分配资助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避
免出现被边缘化、受挤压以及人才流失的被动
局面。

三是打造更多的学术交流平台。探索建
立中国社科院与地方社科院合作的多种形
式，包括支持建立地方社科院大学；利用国
家社科院“要报”等重要平台，推介地方社科
院的智库成果，开拓地方社科院科研成果服
务党和国家的渠道，为地方社科院智库成果
的宣传、推介和转化应用提供更广阔的平
台；做大做强“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中心”，在各地方社科院聘任特
约研究员，以中心的名义发表文章，扩大影
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于信汇，吉林社
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邵汉明，新疆社会科学
院院长高健龙，广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小敏
也做了交流发言。《全国社会科学院年鉴·2016》
副主编、甘肃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安文华谈了年
鉴编撰的心得。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的主要领导参加了研讨会。

（山东社科院科研处张凤莲供稿）

9月15日至17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
中共凉山州委、州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十届全
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在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西昌市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建设
高端新型智库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
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王伟光为大会发来书
面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四川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道平等领导同志出席
开幕式并讲话。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四川省
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分别代表主办方
致辞。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侯水平主持开
幕式。山东社科院院长张述存、党委副书记王
兴国出席会议。来自中国社科院和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社科院以及部分地方城市社科
院的领导和专家200余人参加会议。

王伟光在书面致辞中提出四点看法。一是
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必须
始终坚持以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三是必须大力实
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四是必须始终坚持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

李培林在讲话中指出，社科院系统作为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7·26”、“5·17”重要讲话和贺信
精神作为一项长远的、根本性任务，常抓不懈、
抓出成效。要牢固树立阵地意识，毫不动摇地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
指导地位。要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谋划好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聚焦党和国家关注的

重大问题，以学科发展带动智库建设。
山东社科院张述存院长应邀作了题为《改

革引领创新驱动 努力建设地方高端智库》的
大会主题发言。张述存院长首先介绍了山东
社科院创新工程进展情况。他指出，创新工程
实施两年多来，山东社科院逐步探索出了一条
在现阶段符合院情、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
新型智库建设规律的道路。经过两年多的探
索，创新工程深入推进，科研精品产出较实施
创新工程前有了明显提升。张述存院长指出，
地方社科院高端智库建设必须坚持改革引领
创新驱动，重点破解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痛
点、堵点，通过深化管理机构运行机制、科研组
织运行机制、成果评价机制、经费管理机制、国
际交流合作机制、智库联盟运行机制等六个方
面的改革，实现在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研
究方式、促进成果转化应用、激发内在活力、提
升话语权、开展协同攻关等六大领域的创新，
推动地方社科院高端智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
展。（全文见第2版）

会议期间，同时举行了“智库论坛”“廉政论
坛”和“民族地区脱贫奔康论坛”，与会代表们分
别围绕新阶段智库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两个
责任”与廉洁理论、精准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等展
开了激烈讨论，成果丰硕。参会代表还赴凉山
州冕宁县等地调研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

会议决定，全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十一届院
长联席会议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主办。

（山东社科院办公室崔凤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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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山东社科院”
征文启事

乘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春风，2018
年山东社会科学院将迎来建院40周年盛事。
40年筚路蓝缕，40年砥砺奋进，熔铸着一代又
一代山东社科院人的勤奋与奉献。

为全面展示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山东社科院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山东社会
科学报道》将开展“我与山东社科院”征文活动，
热忱欢迎曾经与山东社科院有过密切联系的领
导、专家、学者和本院干部职工积极投稿。

一、征文内容
1.展现山东社科院学术传承、学术内涵

与学术底蕴的纪念文章。
2.回顾山东社科院发展历程或追忆某一

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的回忆文章。
3.抒发山东社科院人真挚爱院情感的散

文、诗歌及自述性文章等。
4.各类反映山东社科院发展的照片，特

别是珍贵的老照片。
5.其他展现山东社科院发展历程和风采

的图文。
二、征文处理
1.优秀征文将在《山东社会科学报道》发

表。
2.优秀征文将结集正式出版。
三、投稿邮箱sdskbd2015@163.com
（请将word文档或图片作为附件发送，

邮件正文写明稿件的简要介绍）
联系电话：0531-82704629

《山东社会科学报道》编辑部
2017年10月12日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把红色资源利用
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
重要指示，2017年9月23日山东社会科学院在
济南市舜耕山庄召开了以“红色文化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

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原副书记王希军研究
员在致辞中指出，红色文化有深厚马克思主义
理论基础，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凝聚着源
源不断的中国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
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创造的先进文化。
当下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重
视发掘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发挥其对社会风
尚的引领作用。

他以对沂蒙精神的发扬为例指出，传承红
色文化要注意路径的创新，不能老是“炒剩饭”，
重复一些固定的模板或形式，而是要在准确把
握沂蒙精神实质的基础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
策略，以充分汲取其思想养分。

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郝立忠研究员
在主题发言中强调，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
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追求
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
的文化形态。它的根本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全中国最
广大人民群众谋解放和谋幸福。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
谋解放和谋幸福，因此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郝立忠还总结了该院哲学所近5年来往赴
临沂、青岛、烟台、威海、泰安、莱芜、东营等地调
研红色文化所取得的成果，提议设立“大学生思
想信仰调研联盟”，以加强科研机构与高校教育
部门在研究和传承红色文化方面的协作。

山东大学刘陆鹏教授、山东省委党校张友
谊教授、山东财经大学沈大光教授、山东中医药
大学崔瑞兰教授、山东社会科学院涂可国研究
员、刘良海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潘西华副研

究员等专家学者围绕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红
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及如何传承和弘扬红色文
化等主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红色文化的很大一部
分虽然不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
产生的，但其内涵和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一样都带有社会主义的同质性，具有超
越于其所处历史阶段的先进性，它是革命和进
步的文化形态。

当下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既不能完全醉
心于“复古”，也不能完全醉心于“西化”，而应
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
法。而红色文化是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文
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
撑。在新形势下，要凝聚理想、凝聚共识，就必
须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功能，大力倡导不屈不
挠、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勇挑重担的拼搏精
神，使红色文化潜移默化地提升国民的精神境
界。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下传承和弘扬红色
文化，必须创新思路、改变形式，从物质、精神和
制度等多个层面着手发挥红色文化的思想价
值、政治价值、历史价值以及经济价值。其中尤
其需要重视塑造红色文化品牌，实现红色文化
资源的产业化开发。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创
作一批红色经典影视作品、红色文化演出精品、
红色歌曲音像制品、红色文化旅游纪念品等等，
这些措施可以充分地展现和传播红色精神，提
升城市品牌，树立有影响力的红色文化形象，最
终提高红色文化的地域知名度、社会影响力和
市场辐射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山东省委党
校、山东财经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农业
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威海市委党校、泰山学院、
肥城市委党校、山东社会科学院等十余家教学、
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山东社科院哲学所张虎供稿）

传承红色文化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