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基本经验与实践推进
——— “第四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论坛

暨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研讨会” 综述

孙秀玲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ꎬ “第四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论坛暨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国共

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研讨会” 成功举行ꎮ 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中心、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文化安全与建设专业委员会、 新疆师范大学联合主办ꎬ 新疆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新疆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新疆意识形

态安全协同创新中心、 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研究中心承办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编辑部协办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 南京大学等全国 ６０ 多所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新闻文化单位的专家学者 ６００ 多人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ꎮ 新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葛国ꎬ 论坛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

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侯惠勤教授出席并分别致辞ꎮ 侯惠勤在致辞中指

出ꎬ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 开展意识形态研究要把握五个着眼点: 一是从理论上深入阐发清楚

“两个确立” 的重大意义、 客观依据、 必要性并在实践中践行ꎻ 二是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把握和运用好 “六个坚持”ꎻ 三是运用系统观念阐释中国式现代化ꎬ 破

除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误区ꎬ 解决好 “破与立” 的关系ꎬ 引领意识形态正确方向ꎻ 四是深化对 “两个

结合” 的认识ꎬ 深化意识形态理论研究ꎻ 五是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ꎬ 阐明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

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深层理论思考ꎮ 葛国指出ꎬ 举办此次研讨会旨在深入学习

研究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 进一步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ꎬ 总结回顾第

一个百年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主要经验和基本规律ꎬ 准确研判第二个百年新征程、 新阶段我们党意识形

态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 新问题、 新态势ꎬ 提升意识形态研究和应对能力ꎬ 为推动新时代意识

形态工作更上新台阶提供理论支撑ꎮ
１. 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 为民族立魂的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ꎮ 与会者认为ꎬ 要总结回

顾第一个百年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主要经验和基本规律ꎬ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ꎬ 用中国化时

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ꎮ
侯惠勤在主旨报告中指出ꎬ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聚焦问题研究ꎬ 始终坚持问

题导向ꎬ 并从历史与现实、 理论与实践、 中国与世界三个维度进行了阐述ꎮ 首先ꎬ 要解决好如何看

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属性问题ꎬ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ꎬ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不

能有丝毫动摇ꎮ 其次ꎬ 要解决好怎样科学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ꎬ 要坚持 “一体两面”ꎬ 不要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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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间一以贯之的关系ꎮ 最后ꎬ 要坚持理论创新和弘扬斗

争精神ꎬ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文化观的错误倾向ꎮ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杨仁忠教授从总结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经验中ꎬ 提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体现为坚持理论创新、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全面领导、 防止意识形态错误扩大、 重视物质基础、 确保主流意识形态方向五

个特征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传利教授从新中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历史经验中强调化解重大

风险的重要性ꎬ 认为统筹发展与安全ꎬ 要坚持政治安全、 人民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ꎬ 完善

公共安全应急响应体系ꎬ 铸牢安全发展理念ꎮ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辽宁教授对新时代以来我

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举措、 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进行了深入阐释ꎬ 提出面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ꎬ 需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ꎬ 不忘初心ꎬ 勇担使命ꎬ 不断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ꎬ
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ꎮ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聂立清教授从始

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等八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

的基本经验ꎮ
２. 深入研究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问题

面对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世界之变ꎬ 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与安全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意义重大ꎮ 与会者从不同角度深入阐述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与安全的前沿问题ꎬ 一致认为ꎬ 要聚

焦问题ꎬ 深化意识形态理论研究ꎬ 提升意识形态研究和应对的战略性、 前瞻性ꎬ 更好地为推动新时

代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辛向阳研究员指出ꎬ 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认

识中国式现代化ꎬ 要坚持现代化建设动力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ꎬ 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属性ꎬ 坚持现代化法治轨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与要求ꎬ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ꎮ 上海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教授认为ꎬ 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从 “两个大局” “两个结合” 的

视角ꎬ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ꎬ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ꎮ 东

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鹏颖教授提出从社会工程视角ꎬ 以系统性、 整体性的思维ꎬ 加强新时代

意识形态能力建设ꎮ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杂志社主编张永平教授认为ꎬ 新时代意识形态目标定位是

一个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问题ꎬ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ꎬ 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 创新性发展ꎬ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ꎬ 推动意识形态建设迈出新步伐、 取得新成

就ꎮ 南京大学哲学系姜迎春教授指出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成果ꎬ
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ꎬ 是对西方 “普世价值” 论的超越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创建标志着 “历史终结论” 的破产ꎮ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左鹏教授对党的

十八大以来社会思潮批判与引领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梳理ꎬ 提出要警惕当前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和历史虚

无主义等错误思潮ꎬ 做好新时代的宣传思想工作ꎮ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岳爱武教授指出ꎬ
颜色革命不是赤裸的武装入侵ꎬ 而是以意识形态为突破口ꎬ 输入西方价值观ꎬ 虚无历史ꎬ 因而ꎬ 要铸

牢文化自信的根基ꎬ 自觉抵制西方文化的渗透ꎮ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丽双教授分析了多元化思

潮对苏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构及其教训ꎬ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包

容度ꎬ 要积极借鉴、 深入挖掘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ꎬ 加强伦理学研究ꎮ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郑洁教授提出ꎬ 高校要强化意识形态安全教育ꎬ 从主体、 客体、 介体、 团体四个维度进行机

制建设ꎬ 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价值理念ꎬ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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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深入拓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路径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党的二十大强调的重要任务ꎮ 与会者认为ꎬ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战略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ꎬ 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凝心铸魂ꎬ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ꎬ 提升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ꎮ
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孙秀玲教授提出ꎬ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文化自信自强的显著标志ꎬ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

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ꎻ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ꎬ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的重要路径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教授认为ꎬ 要从坚持党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八个方面打造 “四梁八柱”ꎬ 建设具有强大

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ꎮ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永贵教授提出ꎬ 要从坚持党

的领导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ꎬ 坚持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衔接ꎬ 坚持

以立为本、 立破并举ꎬ 坚持立足国内和胸怀天下五个维度把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则ꎮ 光明日报总编室雷柯提出ꎬ 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ꎬ 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ꎬ 创新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ꎬ 建构科学高效的传播体系ꎬ 讲好中国故

事ꎬ 传播好中国声音ꎮ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主编王建平教授指出ꎬ 高度重视学术出版领域意识形

态安全防范问题ꎬ 要进一步提高学术出版工作者的政治站位ꎬ 强化政治意识ꎬ 牢牢坚守党性原则和

社会责任ꎬ 准确把握国家的舆论宣传导向ꎬ 切实肩负起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ꎮ 新疆师范大学民

族与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 马克思主义学院梁玉春教授认为ꎬ 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ꎬ 巩固壮

大主流意识形态ꎬ 增强意识形态工作斗争性ꎬ 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ꎬ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思

想政治建设ꎬ 管住管好建强建好意识形态阵地ꎮ 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从党的精神

谱系、 自我革命、 民族大家庭、 大国重器、 伟大工程、 “一带一路”、 小康社会等十个维度ꎬ 提炼出

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中国精神标识ꎬ 展现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ꎮ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姚崇教授认为ꎬ 意识形态的实践场域由传统社会向虚拟空间迁移进化ꎬ 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ꎬ 实现多重逻辑整合与创新ꎬ 从而提高网络虚拟空间意识形态建设的

针对性、 时效性和科学化ꎮ
与会专家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ꎬ 从多维的研究视角总结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的成功经验ꎬ 对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前瞻性思考ꎬ 为深入研究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 推动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学理支撑和实践借鉴ꎮ

(作者单位: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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