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8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军在省社科界第十四届学术大会

高层论坛开幕式讲话中要求，全省社科界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

动自觉，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更

好地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的重要作用。现将张

部长提出的四点要求摘登如下：

一、坚持高举旗帜，在深化理论武装上担当新使命

哲学社会科学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

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上责无旁贷。当前，面对建党百年新起点、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全省社科界要始终把举旗帜作为首要使命任务，



有分量、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引导人们自觉对标对表新思

想，解放思想、统一思想，更好地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Ј ζ ъẚ Ψ ךּ ɞ Ὼ ɟ紧密结

合在全党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面向全社会开展的以党史为重点的“四

史”宣传教育，深入研究总结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

统，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弄清楚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引导人们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ͼ ζ ɞ Ѕ。面对各类社会思

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着力建

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促进“两个巩

固”。在重大问题上要敢于发声、善于发声，针对人们关注的理论热点难

点问题，针对各种误读曲解甚至攻击抹黑，尤其针对那些披着学术外衣、

打着“反思历史”旗号宣扬的错误言论，进行及时有效的辨析和批驳，充分

发挥社科界引领思潮、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

二、坚持服务大局，在解决时代课题上展现新作为

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回答现实课题、解决现实问题，才能更好体现自身

价值。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赋予我们“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重大使命，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对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征程作出重大部署。全省社科界要自觉把总书记对江苏提出的重大命

题回答好、把江苏发展的经验做法总结好、把江苏面临的重点问题研究

好，以有力有效的作为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服务新实践、引领新征程。

ͫ  Ὼ џↄ ɟ聚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核

心战略，以制造强省带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优化全省国土空间格局和



重大生产力布局，以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推动沿江沿海沿河沿湖相互支

撑、优势互补，形成融合发展、协调发展新格局；发挥江苏国内产业循环重

要发起点联结点作用，以“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为统揽推动东西双向开

放；按照“四化同步”规律深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关系重构

与城乡融合发展；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以全面数字化加速全省发展动能

转换，带动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等重大问题深化研究，不断把理论能量转

化为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为增强实践的前瞻性、预见性提供智力支持。

Ј ẫ ῾ ᵧ ɟ改革开放40多年来，江苏

弘扬先行先试、勇争一流的探索精神，认真完成各种“领跑题”，涌现出“春

到上塘”、苏南模式、昆山之路、苏州工业园区经验、张家港精神等一系列江

苏经验、江苏典型。这些宝贵经验是从江苏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出的一

般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价值和经验启示，全省社科界要在全面客观分

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实践背后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

趋势，为深化社会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ͼ Ỷ ł║ АŃ Ὁ ɟ“十四五”时期，面对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带来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江苏发展面临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更大挑战；同时江苏自身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还很艰巨，产业结

构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科技和产业创新亟待突破，基础设施建设

还有短板，生态环境治理任务繁重，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仍有差距。

全省社科界要深入研究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努力提出新理念、新思路、

新办法，为江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多建睿智之言、多献

管用之策。

三、坚持守正创新，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上作出新贡献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

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



话中，鲜明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江苏要加快建

设社科强省，构筑思想文化高地，理应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立自强

贡献更多力量。

ͫ ↄ ɟ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מ

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江苏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各个历史时

期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许多鸿篇巨制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

内容、治国理政智慧。全省社科界要始终坚守“正道”，在坚定文化自信中

提升学术自信，遵循“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充分挖掘

好、研究好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



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共同营造诚实守信、追求真理、

崇尚创新、鼓励探索、勇攀高峰的良好学术生态。

ͫ εж ᵧ ɟ哲学社会科学脱离了人民，就不会有

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自觉将个人的学

术追求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相联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作为做学

问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要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走入群众，了解群众的

真实生活状况，摸清美好生活需要的真正诉求，将现代化的大目标细化为

教育、就业、医疗等民生的具体指标，从活生生的生活中吸取学术的营养和

智慧。

Ј ᵧ ɟ社科界不乏专家、不缺成果，但从专家到

大师、从数量到质量，需要坚持不懈地高追求。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评价

制度改革，完善以品德、能力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机

制，强化榜样示范，树立科研诚信的典范，涵养良好学术生态。要克服学术

浮夸、学术不端、急功近利等不良风气，沉下心来做学问，立志做大学问、真

学问，拿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ͼ 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

方，社科工作者承担着特殊的道德责任和学术责任，不光要做好学问，更要

做好自己。要在遵守学术规范上作出表率，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

捍卫职业道德和学术规矩，用高尚的人格魅力诠释“大家”“专家”的风采，

引领社会风尚，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奋勇攀登新时代哲学社会

科学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