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0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军在省社科界第十五届学术大

会开幕式讲话中强调，站在百年新起点、现代化新征程上，以史为鉴、观照

现实、开创未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全省广大社科工

作者要不断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努力为奋进新征程、担当新

使命、铸造新辉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不断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更

好担负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为谱写“强富美高”

新江苏建设的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力量。张部长提出以下四点要求：

一、汲取真理力量，在新征程上更好明理明道

思想就是力量。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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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社科工作者要持续在学懂弄通做

实新思想上下功夫，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

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更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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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深刻解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赋予现代化

建设的新任务，深刻解读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

为安全发展赋予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

律、发展价值的认识。三要以新思想为指引，探索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在

新征程上更好明理明道，就要善于从新思想中找方法、找路径，把握“率先

走在前列”的使命要求，在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上破

题解题，为加快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江苏特点，彰显“强富美

高”新特质的现代化之路贡献智慧力量。

二、汲取担当力量，在新征程上更好服务大局

始终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始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研究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途径。要对

“国之大者”了然于胸，聚焦国之大局、国之大事、国之大计，开展前瞻性、战

略性、储备性研究，使理论研究更好把握时代潮流，在现代化新征程上为党

和人民担当尽责。一要从世情中观大势。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同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疫情持

续蔓延，主要经济体政策调整可能带来新的冲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深入思考如何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历史自觉、掌握历史主动，向历史交

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二要从国情中谋大局。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

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这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迫切

需要社科理论工作作出有说服力的科学解答，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三要从省情中抓大事。江苏经济发展快、开放程度高，处在“两个大局”相

互激荡的前沿阵地。推进“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再出发，迫切需要我们锚

定“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思考如何更好实现中长期

发展，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美好蓝图变成生动现实。

三、汲取人民力量，在新征程上更好坚守初心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既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

的科学问题，更要回答“为谁主张”“为谁服务”的价值追问。回望历史，广

大社科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反映人民诉求，为人民立言，为人民著述。新征程上，要牢记初心使命，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一要

树立大志向。要守牢为人民做学问的初心，为人民群众拿笔杆子，把个人



的学术追求、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现代化的宏伟实践紧紧结合

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

献的学问家。二要汲取大智慧。开展现代化研究要走好群众路线，扎根基

层实践，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真正拜人民为师，多向群众

“问路”，获取“带露珠”的第一手资料，汇集“接地气”的对策思路，真正把学

问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努力创作更多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匹

配、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精品力作。三要书写大考卷。时代是出

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答好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的问

卷，要坚持把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

作为评判标尺，以对实践高度负责、对人民高度负责、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

神来做学问，让研究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把经典树在群众口

碑里、树在历史长河中。

四、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更好赋能增势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永恒的主题。要坚持以创新为先导，不断完善学

科布局，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一要突出问题导向谋

创新。问题是创新的动力。对照中央部署、省委要求、群众期待、先进地区

和事业要求“五个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还有不少短板要补上、不少问

题要解决。当前，要聚焦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探索，把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在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中打开局

面、找到突破，在解释现代化和引领现代化中彰显学术魅力。二要聚焦“三

大体系”求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对学

术理论的需要不断增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成为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命题。新征程

上，要抓住原创这个关键，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

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努力打造易于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

念、新范畴、新表述，做到中国话语、世界表达，推动“三大体系”整体性发

展、体系化突破。三要建好重大平台善创新。强化平台的聚合引领功能，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

报刊台网理论宣传阵地、新型智库、社科基金等平台的主力军作用，凝聚推

动更多社科理论工作者加强理论探索、学术创新，推出更多高水平高质量

成果，更好地把“书斋里的学问”变成“决策的参考”“实践的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