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2 月 30 日，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开

幕。省委书记娄勤俭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希望全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

精神，紧跟时代步伐、紧贴全省大局，围绕“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的要求找准方位、科学谋划，奋勇攀登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高峰，为深化

“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娄书记从以下四个方面对

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要求：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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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只有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掌稳思想之舵、增强精神力量，才能够推进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

义，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是新思想在江苏的具体化，

我们推进各方面工作都要对标对表，从事思想理论研究更要笃学笃行，更

好地用新思想培根固元、引领方向。这当中，首要是解决好“武装自己”和

“武装他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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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真理的传播者，要用真理引导他人，必须先

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好自己”，自觉用新思想解放思想、统一思想。与上项

目、搞工程等物质建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属于精神建设，建树的是

理想信念、砥砺的是思想灵魂，有其特殊性。真正好的社科成果，顺应时

代需求，推动发展更好遵循规律，会产生比一个具体项目大得多的效益。

前几天我看到人民日报一篇评论，主要观点是“让人信，自己先得信”。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经常扪心自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否做到了“真学真懂真信”，是否做到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

其所以必然”，从而发自内心地增强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并转

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做好研究阐释、宣传普及工作，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更多的人”，是党

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重任。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但有些研究成果质量还不是很高，宣传科学理论有的还在概念里打

转，阐释大政方针有的简单照搬讲话文件。应当看到，今天的时代条件、

舆论环境、大众心理乃至利益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守牢意识形态安

全、文化安全底线，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都要求

我们更加注重思想理论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

志，要多考虑写出的文章是否有深度、接地气，拿出的成果能否说服人、引

导人，更加紧密结合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群众生

产生活中的疑虑和困惑，开展学术研究和理论阐释，引导更多的人对标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放思想、统一思想，打破不符合新发

展理念的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更富创造性地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第二，江苏拥有深厚的哲学社会科学底蕴，能够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力量。新时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哲学社

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

个“中国特色”，关键就在于主体性、原创性。五中全会强调，要把科技自

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新阶段，两种道路、两种理

论、两种制度的交锋愈发激烈，更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立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



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样才能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等实践进行深刻解读和有力阐释，进而更好地指导和引领新的发展实践。

江苏文化源远流长，社科资源丰富，历史上思想文化名家辈出。新中国成

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费孝通、匡亚明、胡福明等为代表的一批江苏

社科名家大家，用有创见、有价值的精品力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面向新征程，江苏肩负着“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的光荣使命，在服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立自强上也应当有大作为、

大追求。近些年，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总体是走在全国前列的，社科人才队

伍总量不小，社科学术研究成果也很多，但还需要“高处再攀高”，进一步成就

哲学社会科学的江苏之“大”、江苏之“强”，产生更多像费孝通这样的名家大

家，产生更多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适应时代要求、引领风气之

先的名作力作，让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与

江苏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相匹配，成为江苏文化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

重要标志。

我们每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心人类、面向未来”的

要求，在发扬优良传统中坚定创新自信，在强化主体意识中提升原创能力，在

批驳谬误中坚持真理，扎扎实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不断推出

高质量的社科成果、社科品牌，加快构筑思想文化高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江苏贡献。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希望大家把论文更多地写在江苏的

大地上。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

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江苏大地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既为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提供了丰富养料，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来说，关键是做到“三个好”：一是把重大的命题回答好。总书记要求江苏

“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这是我们新阶段新征程必须回答好的时代

命题，也是社科界必须聚力突破的最大课题。前段时间，围绕制定“十四五”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我们广泛征求了包括社科界在内的专家学者意见建

议，不少真知灼见已经转化为决策的成果。在实施推进中，不论是“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还是“走在前列”，都蕴含“为全国探路”的要求，很多工作没有

现成的经验可循，需要社科界充分发挥智库作用，超前做好研究。总书记

在这次视察中，还就长江经济带建设、长江文化保护传承、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民营经济发展等进行现场指导，

也需要社科界主动跟进、加强研究，推出一批具有前瞻性、把握规律性、富

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助力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落地生根。二是把

成功的经验总结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由农到

工”的转变，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由内到外”的转变，通过推动转型

升级开启“由大到强”



典范，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

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关键就在于他们有真情怀、真学问、真品

格。真情怀真情怀，，说到底是说到底是““为谁创作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为谁立言””的问题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如果丢

掉了“社会”、脱离了人民，就丧失了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也就

称不上是科学。如何走进社会、走入群众？就是要按照总书记所要求的，走

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生活状况、把握群众㓖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