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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新时代文科发展座谈会在南京大

学仙林校区召开。本次会议由社会科学处召

集，分上、下午两个专场举行。文科各院系、

平台、机构负责人，校学术委员会文科分委员

会委员、各院系教师代表等济济一堂，集思广

益，共同为即将举行的全校新时代文科发展大

会和新时代文科行动计划出谋划策。校党委常

委、常务副书记杨忠，副校长陆延青全程参

会，认真听取各位代表发言，并作总结讲话。

座谈会由社会科学处副处长刘颖主持。

社会科学处处长陈冬华介绍了新时代文科

发展大会的筹备情况，并对2022-2025年南大

新时代文科行动计划草案作了汇报和解读。在

发言交流环节，与会代表们纷纷表达了对文科

发展大会的期待之情，对即将出台的新时代文

科行动计划也倍感振奋与鼓舞。他们结合南大

实际情况献言献策，从学科建设、机构平台建

设、智库建设、评价体制改革、人才队伍建

设、学者成长空间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议。

陆延青表示，从大家的发言中，能体会到

南大学者们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意。通过交流

讨论的良性互动，实现了解放思想、凝聚共

识、上下同欲，形成了改革合力，希望大家进

一步加强对南大文科发展的战略谋划，成为新

时代文科建设的忠实践行者、推动者，为心中

的南大作出更多的贡献。

杨忠指出，与会代表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

见和建议，体现了对南大的关切和学者的使命

担当。在新时代背景下，要回答好总书记的

“四问”。作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建构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我们应有的使命和担

当。在新时代文科建设过程中，要关注“内

涵、质量、特色、可持续”等关键词，尊重文

科发展和文科学者成长的特殊性、规律性，加

强更精细精准的文科管理，不断推进知识创

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以“南大

原创、南大名家、南大学派”为内涵的新时代

“第一个南大”文科发展格局。(南京大学社科处)

5月 21日，“数字时代的经济与文化”高层

论坛在南京举行。论坛由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研究院、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南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新华日报社新华传媒智

库共同主办。开幕式由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袁久红主持。闭幕式上，东南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岳书敬作总结发言。

会议特邀东南大学原党委书记、东南大学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理事长郭广银，省委

财经办副主任丁荣余，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孙志高，省数字经济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卜安

洵，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

长徐康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曹刚等近 20位高

层次专家学者，围绕“数智经济生态圈”“数字

科技呼唤数字人文”“数字经济的热点、难点与

主攻方向”“大数据时代的道德风险”等热点话

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为数字时代的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文化产业繁荣提供有益参考。（东南大学）

“数字时代的经济与文化” 高层论坛在宁举行

南京大学新时代文科发展座谈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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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下午，苏州大学东吴智库与苏州

市委研究室、苏州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举办“打

造太湖世界级湖区”战略研讨会。研讨会通过

腾讯会议在线举办，苏州日报引力播、东吴智

库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累计参会人数达51.7

万。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

建，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

曾刚，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上海财经

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张学良，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汉辉，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经

济学会会长张鸿雁，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

究所研究员、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理事长陈

雯，《群众》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程骅，苏大中国

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钱振明等专家学者，苏州市委研究室副

主任沈向东、苏大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于毓

蓝，以及东吴智库研究员、学校师生代表、行

业代表、企业代表参加了线上会议。会议由苏

州大学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教授主持，于

毓蓝、沈向东分别致辞。

会议主旨演讲阶段，各位专家从不同角

度、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为苏州“打造太湖

世界级湖区”建言献策。曲建研究员围绕“全

球供应网络体系变化与太湖创新发展”，分析太

湖世界级创新生态圈的战略定位，并提出苏州

打造太湖世界级湖区，要重点关注科技创新模

式、科技创新环节、现代产业体系、产业发展

园区和规划发展战略五个方面。曾刚教授以

“环太湖科技创新圈建设背景与方略之管见”为

主题，基于环太湖科技创新圈建设背景和产业

现状，提出苏州打造环太湖科技创新圈要重视

环太湖顶层设计，推进跨界产学研一体化，设

立政府间科创合作特区。张学良教授以“世界

级湖区发展经验借鉴及对长三角启示”为主

题，借鉴多个国家的世界级湖区在开发与保

护、传承与创新、湖与镇协同开发、完善基础

服务、汇集智力资源等五个方面的经验，提出

了打造世界级湖区要秉持高水平开放、高质量

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四高”发

展路径。胡汉辉教授围绕“双珠共耀 腾飞中

华：‘环太湖科创圈’对产业创新集群的意

义”，提出环太湖科创圈建设的历史使命:一方

面是整合和重组苏州十大组团创新资源，形成

苏州特色、长三角中心区域的创新高原，另一

方面通过体现未来和新兴科技的产业创新成

果，引领和支撑整个苏州乃至长三角，辐射全

国的产业创新集群的发展。张鸿雁教授围绕

“太湖世界级文旅产业群与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发

展创新战略”，分析世界级湖区总体发展趋势及

时代变迁，结合苏州政策、交通、生态、产

业、文旅、文化等优势，提出了十二条创新突

破路径。陈雯研究员聚焦“太湖生态岛建设的

绿色创新与产业发展新机遇”，以生态文明与生

态创新发展方向为切入点，详细介绍太湖生态

岛的功能定位，全面阐述了提升生态环境、建

设生态村镇、发展生态经济的三大湖区发展策

略。李程骅教授聚焦“苏锡常共同打造世界级

创新湖区的战略思考与路径建议”，从长三角一

东吴智库举办“ 打造太湖世界级湖区” 战略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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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江南大学、无锡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研究院组织召开了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

究院调研座谈会。应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

院课题组来锡就《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的要求，无锡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积极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

座谈交流。江南大学党委书记、无锡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研究院院长朱庆葆，省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研究院理事长周琪，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研究院研究员王健，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

院办公室副主任李洁，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巩

保成，无锡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新闻出

版局（版权局）局长陆惠玲，无锡市新闻出版

局（版权局）副局长顾必成，市委宣传部相关

部门负责人以及江南大学社科处、马克思主义

学院、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院等相关代表

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倪松涛主持。朱庆葆致辞。

交流研讨阶段，无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

究院执行院长刘焕明从研究院组织架构、人员

编制、平台打造、研究成果等方面汇报研究院

的基本情况和取得的成绩。江南大学社科处处

长王建华就《无锡运河丛书》书目编排、内容

侧重、编纂进度等相关情况进行汇报。无锡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副院长刘大禹从研究院

已取得成果、存在问题、未来展望三个方面详

细介绍研究院情况。接着与会专家就《决定》

实施以来研究院贯彻落实情况、存在问题、完

善意见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周琪作总结讲话。他对江南大学在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研究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表示充分肯定，并鼓励老师们要进一步凝练方

向、加深协同，挖掘和彰显大运河无锡段的文

化特色，打造新运河研究高地。他指出，研究

院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讲话精神，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弘扬传播运河文化，向

其他优秀的研究院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为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贡献无锡智慧。

（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召开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调研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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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由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中法

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主办，南京大学外国语学

院承办，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工作委员会协办

的“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译介 ⋅教学 ⋅研
究”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采取线

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来自全国二十余所高校的

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学者立足中国，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就中国对于法国文学的

创造性阐释和借鉴性吸收展开多维度的深入交

流。

会议开幕式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

记高方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副校长陆延青教

授，中法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顾问、浙江大学

人文学部主任许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教授，中法语

言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袁筱一

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何宁教授分别

致辞。

主旨发言环节由南京大学刘云虹教授、上

海师范大学李建英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车琳

教授和南京大学刘成富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八位中青年

学者作了专题报告。下午，线上线下与会专家

学者在四个分论坛开展交流，涉及比较视野中

的中法文学互动、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

受、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研究、法(下转第62页)

中法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2022年会
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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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举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人文社科主题学术沙龙

6月28日，南通大学举办“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人文社科主题学术沙龙。校党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王卫东出席活

动。

活动中，教师教育学院严奕峰、经济与管

理学院张莉曼、艺术学院肖晶三位老师分别从

内地西藏班学生的培育、长三角城市民族互嵌

社会结构、西部少数民族青年中国画创作人才

培养等方面分享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研究以及取得的成果。

王卫东在总结点评时指出，要加强理论学

习，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要加强思

想引领，常态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工作；

要加强科学研究，用高质量成果为科学决策提

供支撑。他希望广大科研工作者要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开展民族团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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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下午，“时代变迁与21世纪马克思

主义”论坛开幕式暨首场学术报告会在南京邮

电大学仙林校区举行。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

授、博士生导师韩庆祥，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徐子敏，省教育厅社会

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处处长赵玉蓉，南京

邮电大学党委书记刘陈，校长叶美兰，校党委

常委、副校长张志华、郭宇锋出席论坛。叶美

兰校长主持开幕式。徐子敏、刘陈致辞。

韩庆祥教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为题作论坛首场学术

报告。报告围绕“习近平治国理政根本上面对

的是‘哲学问题’”“解决哲学意义上的问题形

成新的‘哲学观’”“系统为基战略辩证法创新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总体性的‘辩证哲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

新的‘哲学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蕴含治国理政的‘哲学智慧’”“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彰显

‘哲学理念’”等六个方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展开深入论述

和系统阐释。韩教授的报告理论深度强、学术

价值高，是一场“学术大餐”和“思想盛宴”，

对师生深入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叶美兰校长在主持论坛时指出，举办“时

代变迁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论坛，对凝聚全

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和学者，共同展开

深入学术交流，共同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为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贡献力量，具有重要意

义。她说，“此次论坛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成果，揭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性发展，将在南邮掀起一阵哲学与社会科学新

风，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蓬勃发

展”。

“时代变迁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论坛由南

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学会“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联

合主办，宣传部、社会科学处和江苏现代信息

社会研究基地协办。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华网

等媒体和师生代表40余人在主会场参加活动，

校内外500余名代表在线参会。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举办“ 时代变迁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
论坛开幕式暨首场学术报告会

步课题研究和教研活动，总结民族政策实践的

中国经验，提炼民族理论的中国理念，促进优

秀成果转化应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支撑，以优异的成绩献礼

党的二十大。

本次学术沙龙由校党委统战部、人文社科

处共同举办。党委统战部、人文社科处全体人

员，青年学者、研究生代表参加了活动。

(南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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