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现代

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社科强省建设工作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着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

习宣传和研究阐释，着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着力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着力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着力打造高

水平社科人才队伍，加快构筑思想文化引领高地，为担当“争当表率、争做

示范、走在前列”重大使命、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篇章提供强大思

想保证和精神支撑。

一、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1.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和研究阐释。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组织学好用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等重要文献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等理论读物。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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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一批重点课题研究，推出一批重点理论文章，组织

出版一批重点图书。举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理论研讨会。

2.深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围绕“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

大使命，省主要媒体办好“践行嘱托开新局”专题专栏，开展“先行记录”等

网络主题活动。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聚焦“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等重大主题，设立

一批省社科基金重大专项研究课题，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3.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研究。推动高校和各级党校（行政学

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持续深化用学术讲政治的教学改革，进一步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教学。继续支持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

本研究，推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结合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深

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4.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普及。组织编写《我们的“十四五”》等

通俗读物，出版相关图书。召开理论宣讲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组织评选

基层理论宣讲示范点，举办“百姓名嘴”培训班。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理论宣传普及。建

设理论宣讲案例库，征集推广优秀理论宣讲微视频，开设“思政名师精品

党课”融媒体课堂。开展第五届“马克思主义 ⋅青年说”系列活动。组织

“青说‘十四五——我的学习心得”系列微视频征集活动。

5.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引导和管理。完善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析研判

联席会议制度，健全分析研判、定期通报、风险防控机制。强化高校、农

村、宗教、社科、新媒体等重点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论坛、讲坛、年

会、报告会、研讨会等阵地管理，强化新闻从业人员管理。组织社科力量，



用好各类媒体，针对人们关注的理论热点难点问题进行释疑解惑，对各种

误读曲解甚至攻击抹黑的言论和观点加强辨析引导。

二、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宣传研究

6.组织党史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深入研读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

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等指定学习材料，学好用好《中国共产党的

1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和

《中共江苏地方简史（1921-2021）》等重要参考材料。

7.加强党史宣传。举办“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党史知识竞赛。广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活动。制播

百集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记忆100》，拍摄《纪念馆

里的党史》等专题片。举办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百年红色珍藏档案

展。组织“百年辉煌E心向党”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开展“阅读红色经典传

承红色基因”主题阅读活动。省主要媒体开设相关专题专栏。

8.开展专题研究。组织开展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研究、重点学术研讨

活动，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研讨会。编写出版《弘扬党

的优良传统》等通俗读物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百年探索》《中共江苏地方简

史（1921-2021）》《中共江苏历史大事记》《江苏改革开放史》《雨花台烈士

传丛书》《江苏革命精神系列丛书》等书目。推出“礼赞全面小康致敬建党

百年”重点出版物。

三、强化思想理论工作平台建设

9.积极参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围绕重大理论问

题、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实践经验组织开展课题研究，推进“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研究”“大力培育



与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新时代江苏精神高地建设的实践探

索与启示”等重大课题研究。改版升级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首席专家电视访谈栏目《时代问答》。

10.加强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建设。推动成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机构，建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及基地。围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深化“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探索新实践的研究。

11.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制定《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

实施办法》。加强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省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建

设，深化部校共建马克思主义学院，支持各设区市委宣传部和相关高校共

建马克思主义学院。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结对共建。贯彻落实《江苏省深化新时代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行动方案》，组织实施“五大计划”。精心打造

“高校书记校长第一课”思政育人平台。建设全省思政课“名师工作室”，

打造“名师团队”。继续实施江苏省高校优秀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领航 ⋅扬帆”计划。持续办好全省普通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高级研

修班、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和“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

12.推动报刊台网理论宣传阵地建设。成立全省党报党刊理论联盟，

推动省市主要媒体办好通俗理论专题专栏、节目栏目。改版新华日报《思

想周刊》，出版系列文丛。建好用好“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台。建强“理

论之光”“群众网”等网站，办好“群众杂志”“理论之光”“马克思主义 ⋅青年

说”等微信公众号，提升“＠理所当然”“马克思主义 ⋅青年说”等理论抖音

号影响力。推出电台理论节目，推出系列理论短视频。深入实施人文社

科期刊名刊工程，加大对社科理论精品期刊和栏目建设的扶持力度。举

办全省社科期刊负责人培训班。



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13.强化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建设。健全重点学科、培育学科建设推

进机制。完善学科建设考核评估制度、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强化优势学科

建设，培育学科带头人和高水平学术研究团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14.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编制《江苏省“十四五”哲学社会科

学发展规划》，论证建设江苏社会科学馆等重点项目。制定出台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工程实施方案。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计划，遴选建设

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打造跨领域、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团

队，培育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文科类协同创新中

心。

15.推动学术交流和社科普及宣传。举办全省社科界第十五届学术大

会。编制《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规划（2021-2025）》。完善省级社科普及

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社科普及示范基地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创建高校社科

普及基地。开展第十八届全省社科普及宣传周系列活动。召开全省社科

研究协作会和高校社科联内涵建设推进会，进一步推动高校成立社科联。

组织评选第三届江苏哲学社会科学模范学术社团评审。

16.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完善全省新型智库建设体系，持续放

大“江苏智库研究与交流中心”“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支撑

功能。深化政智互动对接机制，提升“部门点题、智库答题”工作质效，推动

智库与相关部门开展战略合作。办好第六届江苏智库峰会。组织智库与

机关部门开展对话研讨活动。建立健全重大决策事项智库第三方评估机

制。组织评选智库优秀成果，探索加强智库成果发布。编撰《江苏智库发

展报告（2019-2021）》，办好《新华日报》智库专版、《群众》智库专栏。出台

智库举办论坛讲坛管理办法。编制省重点智库建设实务指导手册。加强

智库成果交流和人才培养，举办江苏高层次智库专家研修班、江苏青年智



库学者系列沙龙。

17.深入实施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统筹推进整理研究与

编撰出版工作，推出《江苏文库》第四批图书，推进《江苏文库》数字化。举

办第三届江南文脉论坛。组织长江文化、江南文化、大运河文化等专题研

究，打造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平台。编制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工

作指导手册，加强工程成果宣传，拓展传播载体，继续办好《新华日报 ⋅人
文周刊》“文脉版”、《现代快报》“江苏文脉公众号”。

18.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鼓励

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开展跨国合作研究，鼓励

江苏高校主办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会议。依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外译

项目，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

五、加强社科理论人才队伍建设

19.深入实施社科人才培育壮大行动。评选表彰第四届江苏社科名

家，推出名家成果文库。做好紫金社科英才、社科优青资助扶持、成果宣

介等工作。对列入省“333工程”培养对象的社科人才加大支持力度，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才计划选拔申报、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评选和

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境外研修计划中加大社科人才选拔培养力

度。完善青年社科人才培育机制，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决策咨询

研究、冷门绝学研究等方面的优秀青年人才给予重点资助或项目扶持。

组织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骨干研修班、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硏修

班。

20.强化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加强和改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

作，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推进



全科研失信黑名单制度。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持续改进学风、

文风。

六、强化社科强省建设的基础支撑

21.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加

强对各类社科学术社团的指导和管理，选好配强社科类组织机构领导班

子，推进高校和市县（市、区）社会科学组织管理机制建设。健全和完善领

导干部联系服务专家制度。不定期召开社科理论界知识分子通气会。

22.加强政策保障。对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事关思想文化引领高

地建设的重大项目，给予重点扶持和专项经费支持。修订出台《江苏省社

科基金管理办法》，加强省社科基金使用管理，规范专项资金管理。

23.加强数字社科建设。整合社科类数据库，推广使用“江苏学术期刊

OA出版与公共服务集群平台”，优化“江苏社科网信息辅助管理系统”，共

享线上线下内容资源。整合全省各类社科研究基地成果、社科理论研究中

心资源，拓展新媒体产品内容来源与信息资源，建立优质网络信息资源的

共建共享机制。启动编撰《江苏社会科学年鉴（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