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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运河文化论坛在苏州举行

2019 年 9 月 9 日，由苏州市人民政府、苏

州大学主办的江南运河文化论坛在苏州举行，

此次论坛是首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 国际旅

游节主体活动。论坛旨在深入挖掘江南运河文

化的文化精髓和当代价值，探讨协同推进江南

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路径方略，以江南运河文化

带建设推动沿线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司长欧晓理，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吴文学，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柴晓明，中

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梅敬忠，

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部主任、研究员陈于武，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江苏省社科联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江苏省发改委副

主任汤明海，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

（WCCO） 秘书长邓清，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

亚平，市委副书记朱民，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金洁，副市长王飏，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江

涌，以及大运河文化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学者、

运河沿线城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职能部门负责

人等领导和嘉宾出席活动。开幕式由金洁主持。

李亚平在致辞中表示，作为大运河文化带

的重要节点城市，近年来，苏州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按照系统化思维统筹推进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通过挖掘梳理遗产资源、加强文

化专题研究、开展文艺精品创排，传承保护大

运河文化记忆；通过开展环境整治、推进堤防

加固、建设生态绿廊、优化沿岸产业，实现大

运河综合提升；通过试点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打造环古城河健身步道和运河风光带

等，让人民群众更好地亲近大运河、感受大运

河，努力把苏州段建设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中

“最精彩的一段”。李亚平表示，深入挖掘大运

河文化内涵，全面阐释大运河文化的当代价值

和时代精神，是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的重要方

面。

陈于武表示，要重点把握运河的动态文化

特征，建设运河体系，讲好运河故事，充分衔

接国家主要战略，推进江南运河文化带建设，

发挥江南运河沿线人流密集、经济发达等叠加

优势，把区域发展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长三角一体化重要战略当中，以江南运

河文化为纽带，着眼于区域发展联动，不断加

强沿线城市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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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晓理指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要以文

化为核心，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保护、传承、利用

好运河沿线的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完

善运河沿线的整体风貌，加大宣传力度，不断

提升大运河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力。

徐宁表示，江南运河是江南的，也是中国

的、世界的。希望大运河沿线城市，特别是江

南运河沿线城市精诚合作，携手共进，共同谱

写新时代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新篇章，共

同开创江南运河更加美好的未来。

与会专家围绕“国家战略背景下的江南运

河文化带建设”“江南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回望与

前瞻”“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江南段） 的思路

与探索”等3个主题进行了主题演讲。论坛发布

了《江南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苏州倡议》。

（苏州大学社科处）

2019年10月18日，“当代思想理论热点问

题座谈会”在东南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红旗

文稿》杂志社和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

办，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承

办。来自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委党校、《红

旗文稿》杂志社、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

院等单位的 2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座

谈会由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

心主任、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

院长郭广银主持。

郭广银认为，对思想理论的热点和动态保持

密切关注，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本次座谈会的召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红旗

文稿》 杂志社社长顾保国在主题发言中提出，

《红旗文稿》 及当前思想理论界最大的热点、最

根本的任务就是深入研究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重大理论问题，彻底地批判错误思潮。随后，与

会专家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理论体系与内在逻辑、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论

述等主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东南大学社科处）

东南大学举行东南大学举行
““当代思想理论热点问题座谈会当代思想理论热点问题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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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举行《苏州通史》
编纂出版工作总结座谈会

2019 年9月20日，苏州大学举行 《苏州通

史》 编纂出版工作总结座谈会。苏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金洁，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江涌，苏州

市社科联主席刘伯高，苏州大学出版社社长盛惠

良，以及《苏州通史》总主编王国平，上海市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月之，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姜涛等一批著名历史学

专家和《苏州通史》各卷主创人员等出席了座谈

会。

《苏州通史》 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由苏州大学王国平教授担任总主编，

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苏州通史》 共分 16

卷，约811.4万字，图2000余幅，是苏州第一

部完全意义上的大型地域性通史。在座谈会研讨

中，与会专家认为，《苏州通史》 填补了苏州历

史研究中的空白，意义重大。它的研究体系新

颖，主体部分从先秦开始分为若干阶段断代史研

究，另设人物、志表、图录等三部分作为补充。

断代史研究各卷采用纵横结合的结构，涵盖政

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领域，脉络清

晰，整体贯通。它第一次贯通历史和现实，系统

完整地厘清了苏州历史发展的脉络；第一次全方

位展现了苏州的历史风貌、文化积淀和辉煌成

就，开创了苏州地方史研究的新纪元。《苏州通

史》的编纂出版，标志着苏州历史文化研究达到

了一个新高度。 （苏州大学社科处）

高 校 讯 息

南京师范大学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
获批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近日，教育部发布有关认定 2019 年度省部

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的通知。南京师范大学“立德

树人协同创新中心”成功获批省部共建协同创新

中心，该校实现国家级 （教育部） 科研平台突

破。

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是国家为加快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培育

国家新型智库、提高决策咨询能力，激励高校积

极投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依托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学科优势、整合全校相关优势学科资源，协

同国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

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等一流大学和一流研究

院所，围绕立德树人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开展跨

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深层次协同。分别在立

德树人的重大理论问题、立德树人的实施机制、

立德树人的实践模式、立德树人的数据库建设、

立德树人智库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标志

性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国家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支持和

实践引领。 （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

♅⃰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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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孟子思想的传承与传播研讨会
在江苏师范大学举办

2019年9月21日，时代背景下孟子思想的

传承与传播研讨会在徐州举办，本次研讨会由

江苏师范大学、中国孟子研究院主办，江苏师

范大学孟子学院承办。孟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主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孟子研

究院特聘院长、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志民，

孟子研究院特聘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

所研究员李存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中

江，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中山大学哲学

系教授杨海文，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教授孔德立，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赵永和，

孟子研究院副院长袁汝旭，邹城市政协副主

席、孟子思想研究会会长孟淑勤，江苏师范大

学原党委书记、孟子学院名誉院长徐放鸣，江

苏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岑红教授，江苏师范大

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召学出席此次活

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北京孟学研

究会、香港孟子学院等孟学组织负责人和新闻

媒体近百人参加了活动。

（江苏师范大学社科处）

（上接第53页） 贸易集聚发展示范区。一是建设

IC 产业链要素交易平台。依托中国 （南京） 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围绕 IC 设计、制造和封测等

核心产业链，培育和打造“区域一流、国内领

先”的集成电路 （半导体） 知识产权服务中

心、金融创新中心和交易平台。二是建设智慧

物流服务平台。大力发展国内国际供应链服

务，做大做强国际采购与国内分拨服务，提升

集装箱拆拼箱处理量级。三是建设保税研发服

务平台。为新区生物医药研发企业提供共性技

术研发设备、研发用试剂材料进口等服务。四

是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搭建以化工品为代

表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打造综合性的大宗商

品交易中心、价格中心、信息中心和物流中心。

5.将南京、苏州自贸片区建设成为国际先

进水平建设大健康特色产业试验区。一是努力

打造医药制造业产业要素交易中心。协同省内

泰州、苏州、南通以及武汉、合肥等城市，围

绕原料药、药品制剂、生物技术和医疗机械

等，构建多层次产业联盟和交易平台，提高各

类生产要素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二是依

托中国 （南京）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培育和打

造“区域一流、国内领先”的医药及生物医药

的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和交易平台。三是创新生

物医药集中监管与公共服务模式。建立和完善

基于“企业诚信管理、产品风险评估和企业生

物安全管理”的特殊物品生物安全控制体系。

四是协同食药监、卫计委、海关等部门设计实

施方案，在一定范围内利用保税政策引进国际

先进医疗设备、器械、药物，开展“保税医疗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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