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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全省市县(区)社科联工作培训

班，今天正式开班。我代表省社科联党组向来自

全省社科联系统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同志们，今天我们有幸齐聚江之尾、海之

端，素有“江海门户”之称的江苏南通。这里风

光秀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名贤辈出。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通考察时说：

“当年，



2022.3

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

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不能刻舟求

剑、闭门造车，需要在更大的格局、更高的平

台上进行交流总结，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此

次培训，打破以往“我讲你听”的传统课堂模

式，强化交流互动环节，专门在培训计划中预

留了大量讨论交流的时间，其目的就是通过培

训密切省市县三级工作联系，聚力打造贯通省

市县三级的社科工作交流大平台。

三要充分认清培训是提升能力、增强素质

的客观需要。新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

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担子

更重、责任更大，需要强有力的能力素质作为

支撑。通过这次培训，尤其是通过省社科联领

导及办公室、研究室、学会部、科普部等部门

负责同志的业务辅导，引导大家跳出工作看工

作，跳出社联看社联，深刻把准时代脉搏，跟

上时代步伐，共同提升能力素质。

二、要“通”目标，精准聚焦省社科联五

大社科建设

各级社科联作为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学术性

群众团体，作为党委政府联系社科工作者的桥

梁和纽带，要上下齐心、凝聚合力，把目标聚

焦在理论社科、应用社科、大众社科、开放社

科和数字社科建设，全力助推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

1.理论社科。理论社科的理论特性根植在

“创新”二字，需要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始终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社科事业发展，紧扣新发

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沿问题，

持续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项课题研

究，推出一批体现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特色，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理论创新成果，形成具有鲜

明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江苏特点的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体系。

2.应用社科。应用社科的应用特性根植在

“实践”二字，通过调研课题、咨询报告、政策

建议等方法措施，重点聚焦国家、江苏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围绕各

级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加强重大科研选题策

划，提高新型智库研究与交流中心、省决策咨

询研究基地和协同创新研究基地建设水平，提

高江苏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质量，不断

提升社科研究成果转化应用效益，有效服务党

委政府科学决策。

3.大众社科。大众社科的大众特性根植在

“普及”二字，需要紧紧围绕“社会文明程度

高”和文化强省“三强三高”部署，大力开展

面向基层、面向学校、面向社区、面向公众的

社科普及活动，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

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

社会”的重要作用，不断挖掘释放人文红利，

夯实江苏现代化走在前列的文明素质基础。

4.开放社科。开放社科的开放特性根植在

“包容”二字，就是要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的大门打开，促进地理区域上的开放、机构部

门上的开放、学术思想的开放、社科平台的开

放，构建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的大联合大

协作的大社科格局。

5.数字社科。数字社科的数字特性根植在

“转化”二字，重点是把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大数

据”，实现社科资源数字化、社科工作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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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术研究交流网络化，为社科工作插上信

息化翅膀。

三、要“通”行动，勠力走好新时代的社

科“赶考路”

新时代赋予了哲学社会科学新使命，新征

程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新担当。各级

社科联务必紧紧围绕“十四五”时期省社科联

系统哲学社会科学九大任务，走好新时代的赶

考路。

一是走好“守正之路”，开展思想引领培根

铸魂行动。重点要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加强意识形态引导管

理、加强江苏发展重大实践经验总结。

二是走好“赋能之路”，开展新型智库平台

赋能行动。就是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

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建好智库，提好对策，

用好平台，不断推动决策咨询平台更趋完善、

推动决策咨询研究主题聚焦、推动决策咨询成

果有效转化。

三是走好“引领之路”，开展社团组织建设

管理创新行动。就是要引导社会组织规范健康

发展，明确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建设管理目标、

提升业务主管社会组织规范化管理水平、促进

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创新发展。

四是走好“协作之路”，开展社会公众人文

社科素质提升行动。主要是完善社科普及全社

会协作参与机制、创新社科普及平台载体、丰

富社科普及优质产品与服务供给。

五是走好“品牌之路”，开展学术交流评价

品牌打造行动。全力打响学术交流评价的苏字

品牌。我们的社科工作不光要干得好，更要喊

得“响”，要全面提升我省社科学术的影响力、

传播力和引导力。

六是走好“育才之路”，开展社科人才培育

行动。就是要把我们的社科人才培育成为能够

勇立时代潮头，能够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的时

代先锋，能够始终做到立德、立言、立行。

七是走好“强基之路”，开展社科基础设施

建设行动。要不断完善社会科学相关法律制

度，不断推动集社科学术交流、成果展示、社

科普及等功能于一体的基础工程建设，深入推

进社科管理和服务工作数字化转型。

八是走好“联动之路”，开展全省社科联系

统扩面联网行动。实施全省设区市社科联“一

市一品”工程，不断完善协同创新机制，有效

发挥联系、联合、联通的职能优势。

九是走好“争先之路”，开展社科联机关建

设走在前列行动。就是要争当表率、争做示

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定位，同社科专

家学者想到一起，干到一起，力争把各级社科

联机关建设成为模范机关。

同志们，唯有脚踏实地，才能行稳致远；

唯有真抓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各级社科联要

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举措办法，不

断做强“五大社科”，让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之

花在新江苏处处盛开，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擘画的“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宏伟

蓝图提供强大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

最后，希望同志们珍惜这次学习培训机

会，力争学有所获、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

此，也向南通市社科联、南通市委党校的辛勤

付出表示衷心感谢。祝本期培训圆满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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