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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３０ 日ꎬ “第三届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重要论述论坛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

态建设经验研讨会” 在天津召开ꎮ 本届论坛主题为 “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重要论述与中国共产党

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经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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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主义学会国家文化安全与建设研究会和天津师范大学共同主办ꎬ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和天津市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院共同承办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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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惠勤教授ꎬ 天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玲ꎬ 天津市社科联专

职副主席、 天津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 意识形态处处长袁世军出席开幕式并讲话ꎮ 来自全国各高

校、 科研院所和研究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ꎮ
１. 提高防控能力ꎬ 着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ꎬ 是精神之旗、 思想之要ꎮ 侯惠勤教授指出ꎬ 发展是

硬道理ꎬ 安全也是硬道理ꎮ 在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ꎬ 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ꎮ 我

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作为支撑ꎮ 在现代国家中ꎬ 意识形态是国家建构的思

想依据ꎬ 在构建社会统治思想、 凝聚社会共识、 形成社会共同价值观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ꎮ 意识形

态风险本质是政治风险ꎬ 具有隐蔽性、 全面性、 突发性特点ꎮ 意识形态风险的形成具有源于思想、
斗于舆论、 争于人心、 立于制度、 假以时日、 归于政治六个特点ꎮ

切实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ꎬ 把握意识形态工作运行机理ꎬ 以意识形态安全保证政治安全ꎮ
南京师范大学王永贵教授提出ꎬ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和重要组成部分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必须凸显前瞻性、 把握方向性、 强化协同性、 增强主动性ꎬ 为新时代加强

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提供了思想智慧和方向指引ꎮ 在新的历史方位下ꎬ 必须坚持 “解题” 和 “固
本” 并重ꎬ 既要强化制度引领ꎬ 夯实意识形态安全阵地ꎬ 主动阐释宣传ꎬ 从而有力化解意识形态重大

风险ꎻ 也要强基固本ꎬ 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ꎮ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院长郝保权教授通过客观分析大数据时代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新情况和新特点ꎬ 提出

应及时调整、 转变、 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和战略路径ꎬ 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大数据

时代的话语认同ꎬ 切实有效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ꎮ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冯宏良教授认为ꎬ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主

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ꎮ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包括普遍的信仰生成、 广泛而持久的认同、 充分的话语权、
实现对多元化社会思潮的有效价值引导等ꎬ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等外在表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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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回顾光辉历程ꎬ 总结建党近百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回顾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ꎬ 在革命、 建设、 改革的伟大实践中ꎬ 党对意识形态工作

的不懈实践和艰辛探索ꎬ 是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极为宝贵的经验和财富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刘书林教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经验进行梳理ꎮ 他提出: 第一ꎬ 必须加强党对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ꎻ 第二ꎬ 坚定不移地坚定理想信念ꎬ 筑牢思想基础ꎻ 第三ꎬ 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

必须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明确责任、 做好表率ꎻ 第四ꎬ 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必须坚决彻底、 连续不断ꎻ 第

五ꎬ 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ꎬ 特别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ꎻ 第六ꎬ 抓好高校意识形态主阵地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研究员提出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文章ꎬ 作出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ꎬ 使全党动手、 全民参与抓意识形态

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扬光大ꎬ 逐步形成了各级党委 (党组) 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
宣传部门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全党动手、 全民参与齐心协力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
大格局ꎬ 这是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重要成果ꎮ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寇清杰教授通过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 坚

持创新性、 坚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四个原则ꎬ 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基

本原则ꎮ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史小宁教授分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

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内在逻辑ꎮ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孟轲教授从意识形态建构、 传播、
认同方面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内涵进行了解读ꎮ

３. 坚持与时俱进ꎬ 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发展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ꎬ 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ꎬ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

作领导权、 话语权、 管理权ꎬ 对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

政学院) 韩庆祥教授提出ꎬ 只有合理解释当今世界的理论体系ꎬ 才可以掌握解释世界的国际话语

权ꎬ 才可能拥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ꎮ 新自由主义蕴含着对立、 对抗、 冲突、 战争的基因ꎬ 将把人类

带入陷阱ꎬ 是当今诸多世界问题的理论和思想根源ꎮ 在五大变量的作用下ꎬ 当今世界正遇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ꎬ 进入了重大变革期ꎮ
在全球化、 网络化背景下ꎬ 面对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ꎬ 必须把准方向、 与时俱

进、 守正创新ꎬ 不断推动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发展ꎮ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教授认

为ꎬ 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实质是以我为主、 强本固基式的 “守正出新”ꎮ 科学把握意识形态

创新的实质和方法论原则ꎬ 拒斥相关误读ꎬ 是不断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创新的逻辑前提ꎮ 河南师范大

学党委常委聂立清教授从理论、 现实、 历史、 路径出发ꎬ 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

问题ꎮ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兰英教授分析了当代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文化社会化战略的三个阶段

和当代西方政治社会化的特点ꎬ 并探讨了网络时代传统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困境及思考ꎮ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ꎬ 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ꎬ 广大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应

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己任ꎬ 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

形态建设的主要经验及时代启示ꎬ 为国家立心、 为民族立魂ꎬ 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汇聚学界智慧ꎬ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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