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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年10月19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出席省社科界第十届学术

大会暨首届江苏智库峰会开幕式并讲话。本文为讲话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的“5 ⋅ 17”重要讲话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

献，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做好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一定要以高度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认真学习领会、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发展、快速发展、创新发展。

针对进一步强化社科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围绕“做真学问，当好学者”，谈几点意

见。

做真学问，当好学者，必须增强思想定力。哲学社会科学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大

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众声喧哗的社会

思潮，坚持什么样的立场，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运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决定了社科理

论工作者出什么样的观点和成果。总书记鲜明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

持。”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做好社科理论工作的“定盘

星”，是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乱云飞渡仍从容”的看家本领。“姓马”容易“信马”难。

我们要自觉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真信仰，不断淬炼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认同，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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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真理引领学术事业和学术道路。要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要义，练就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功，把牢学术研究的“主心骨”。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

“罗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望远镜”与“显微镜”，观照现实，寻绎

规律，释疑解惑，明辨是非。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真信仰落到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用更加

丰沛的思想供给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走得通、走得好的自觉

认同。

做真学问，当好学者，必须突出实践导向。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

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学问之真、学问之大，就在于理论与实践同向同行、同频

共振。好的社科理论成果，应该直面现实，服务现实，自觉做经世致用的“时代问

答”，做决策咨询的“最强大脑”。社科理论工作者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

导向，以更多务实管用的思想产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要围

绕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重大实践问题和重大实践经验总结，聚焦“江苏样本”，

放大“江苏元素”，升华“江苏实践”，诠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江苏的生动探索。

要深入研究阐释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辩证分析、立体洞察当前经

济社会发展基本面，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和“势”，正视矛盾

和风险，提振信心和士气，汇聚改革发展的正能量。要紧紧



承的使命，让更多冷门学科代有传承、薪火相继。要打通历史和现实的“时光隧

道”，用传统文化滋养理论，用理论慧眼俯察历史，让理论与传统文化“接得上”，与

社会文化需求“合得上”，在现实文化中“落得下”。正在进行的江苏文脉整理和研

究工程，既要精益求精地整理、呈现，更要尽心尽力地研究、提升。要充分挖掘江苏

地域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时代价值的思想观点，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

以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筑牢我们的学术根基，

彰显我们的学术品质。

做真学问，当好学者，必须锤炼过硬学风。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

“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事业，关键在人。学术研究是一条严谨艰辛的探索之路，没有格局、不够超脱、

缺少情怀，很难取得重大成就。要以费孝通、匡亚明、胡福明等大师为榜样，学习他

们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以“传世之心”写“传世之文”，用扎实学风著书立说，用

过硬成果赢得社会认可。要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站稳为人民利益代言的立场，让人

民来检验研究成果的价值，使研究成果更好为人民所需、为人民所用，充分彰显“人

民学术为人民”的价值取向。要遵从良好学术操守，多一点对学术的赤诚之心，耐

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坐得了冷板凳，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

处，以治学和做人的大格局、大境界，矢志不渝深耕学术沃土，多出学术精品。要营

造崇尚原创的学术氛围，瞄准学术前沿，善于洞幽烛微，敏于把握先机，能见人所未

见、发人所未发，最大程度整合利用资源、最大范围深化协同创新，托举江苏哲学社

会科学的高原和高峰。

思想为时代而兴，理论为国家而强。总书记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

够产生理论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