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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举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 

    为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3 月 30 日，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的指导

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举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讨会”。 

    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郑登文，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郑吉春，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

付来；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一级教授陈先达等出席。北京

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思政部主任）、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特级教授和特级教师等参加。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主持。 

    靳诺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人民大学 80 周年校

庆贺信中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

党和人民事业服务”充分肯定了学校 80 年来的办学成就，并特别用



“独树一帜”四个字来概括和评价了人民大学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的地位，同时对学校未来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和明确要求。我们要把

这份宝贵的信任和谆谆的嘱托，贯彻到学校“双一流”建设的各项工

作当中。衷心希望学校能够以此为契机，准确把握学生、学科与学术

的新趋势、新特点、新需求，真正成为优质内容共享的“能量”枢纽、

前沿技术融合的“众创”空间，以及深受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喜

爱的精神家园。中国人民大学将一如既往，聚焦立德树人中心环节，

承担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责任，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 

    郑登文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深入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北京高校的首要政治任务，必须深

入推进，常抓不懈。广大思政课教师作为党的基层理论工作者和立德

树人一线的实践者要强化四个意识，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做到

提高政治站位、下足研究功夫、讲好伟大思想。第二，着力把北京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资源平台打造为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引擎和创新高地，坚持高水准、齐参与、

广辐射。第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精心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全面落实全国高校思政会精神，

全面深化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思政课工作创新发展。 

    陈先达在发言中表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原著兼具理论性和

政治性，对指导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提升课程学术含金量，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高精尖”



的思政课，就要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推出精品力作，结合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研究

透。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表示，中国建成具有独特禀

赋、优势、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

举，也是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理论研究越是严谨扎实、深刻彻底，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越是全面准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进程就越是顺利，目标就越是有把握实现。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孙熙国表示，“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是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概括，对于改革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

制、提醒每一位共产党员牢记使命、启发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都具

有重要意义。这一概括既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要求，又是中国

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体现。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肖贵清表示，加强思政课建设要

从历史的维度、文化的维度、理论的维度三方面共同发力。实现思政

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吃透十九大精神，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注重课程形式活泼、多种多样。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杨凤城表示，“三进”的

实现要求两个“三结合”，第一是让理论本身、历史视野和时代背景

相结合，第二是让文本原著、史实史料和现代传媒相结合。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树荫表示，高校思政课教师

应担起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把学生培养成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践行者。在思政教育中，要突出

重点难点，关注热点焦点，实现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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