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
——— “第二届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重要论述论坛

暨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经验研讨会” 综述

刘爱彤　 李泽中

为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成就和经验ꎬ 深入学习、
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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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师范大学联

合主办ꎬ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新型智库长城文化安全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 “第二届

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重要论述论坛暨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经验研讨会” 在河北石家庄举行ꎬ 来自

全国社科研究机构、 高校、 党校的 １６０ 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探讨ꎮ
１. 不忘初心使命ꎬ 铸牢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治国的精神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守得住初心、 担得起使命、 战胜艰难险阻是党带领人民取得事

业成功的重要法宝和思想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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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中国

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侯惠勤在以 “不忘初心使命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为题的主旨报告中指

出ꎬ 中国共产党保持长盛不衰的最大特点就是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永恒课题展开自我革

命ꎬ 不断炼就 “刀刃向内” 的自觉和勇气ꎮ 我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命” 的

意义: 为建党立魂ꎬ 要求中国共产党永不忘本ꎻ 为兴党立法ꎬ 要求中国共产党永不变质ꎻ 为忧党立

言ꎬ 要求中国共产党永不自满ꎮ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澄清了坚持思想建党、 理论强党的几个认识问题: 一

是必须把正面教育与批判错误思潮结合起来ꎬ 要有清醒的 “阵地意识”ꎬ 要主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地位ꎻ 二是加强思想建设同贯彻 “双百” 方针是一致的ꎬ 应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前提下实现多

样性ꎻ 三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与 “兼收并蓄” 是统一的ꎮ 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

副主任加润国指出ꎬ 科学无神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依据之一ꎬ 也是

新时代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ꎮ 有必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ꎬ 帮助人民群众廓

清追求幸福生活和复兴道路上的神学迷雾ꎮ
２. 回首光辉道路ꎬ 全面总结新中国 ７０ 年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就和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ꎬ 取得了伟大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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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指出ꎬ 新中国 ７０ 年意

识形态建设的伟大成就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ꎬ 意识形态工

作的地位进一步凸显ꎻ 旗帜鲜明坚持政治家办报、 办刊、 办台、 办新闻网站ꎬ 敢抓敢管、 敢于亮剑

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行动ꎻ 在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中不断坚定理想信念ꎬ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ꎻ 坚持 “双百” 方针和 “二为” 方向相统一ꎬ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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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推进ꎻ 以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为抓手推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ꎬ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

力和引领力不断增强ꎮ 教育部社科中心副研究员王晓宁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

现的三个新气象: 正确处理党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ꎬ 纠正了一些人的认识偏差ꎻ 更加

注重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意识形态工作ꎬ 把 “软任务” 变成 “硬指标”ꎻ 大力推动话语体系

和传播方式创新ꎬ 确保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ꎮ
中国共产党正是善于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ꎬ 才能始终保持强大定力、 聚合磅礴伟力、

形成历史合力ꎮ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罗建文指出ꎬ ７０ 年伟大成就夯实了中国道路自信

的现实基础ꎬ 形成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认同、 理论的深度认知、 制度优越性

的比较认同和文化生活的亲身体验ꎮ 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田海舰认为ꎬ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

态话语总体呈现为 “建设” 话语、 “改革” 话语、 “发展” 话语相互交织ꎬ “发展” 话语、 “复兴”
话语、 “生活” 话语日益占主导地位ꎬ 并呈现出科学性、 人民性、 实践性、 时代性的特征ꎮ

３. 应对时代挑战ꎬ 科学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坚决捍卫意识形态安全ꎬ 使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

重大转变ꎬ 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ꎬ 仍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ꎮ
侯惠勤指出ꎬ 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失去理想信念就会土崩瓦解ꎬ 防止这一悲剧重演就要抓好两

个关键: 一个是党ꎬ 一个是关键少数ꎮ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确立了辨别真假共产党、 真假共产

党人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杆ꎬ 使我们永远不偏离建党的正确方向ꎬ 也确立了辨别真假问题、 真假

差距和真假落实的尺度ꎬ 使我们能够不偏离问题意识的正确导向ꎮ «马克思主义研究» 副主编汪世

锦指出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被动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ꎬ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ꎮ 意识

形态工作和经济工作是鸟之两翼、 相互促进ꎬ 要理顺这对关系ꎬ 不能厚此薄彼ꎮ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姜迎春分析了当代中国 “颜色革命” 势力呈现的基本态势ꎬ 揭露了 “颜色革

命” 消解马克思主义、 破坏党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以及侵蚀高校人才培养的手段ꎮ 他提出ꎬ
要加强顶层设计ꎬ 改造我们的学习ꎬ 增强斗争意识等应对策略ꎮ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

家林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生成逻辑ꎬ 提出有必要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教育工作ꎬ 使

尽可能多的人形成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自觉ꎮ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金伟

指出ꎬ 应重视宣传舆论阵地在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ꎬ 尤其是中国在参与世界对话及

话语权竞争中ꎬ 需在传播理念、 战略、 实力、 方式方面进行全方位突破ꎬ 增强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定义

舆论议题、 掌控舆论议程的能力ꎮ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骥认为ꎬ 我们应及时发现、 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ꎬ 强化法律在舆论管理和导向中的作用ꎬ 有选择地干预、 引导复杂的网络

舆情和自在的网络舆论需要ꎬ 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ꎬ 在全社会形成共治、 共建积极舆论环境的大格

局ꎬ 使公众合理合法地表达自己的意见ꎬ 在多元发声的基础上凝聚更多共识ꎮ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ꎬ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ꎬ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成就巨

大ꎬ 但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对当前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更多挑战和更高要求ꎮ 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

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ꎬ 研究好和解释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ꎬ 为推进新时代

意识形态工作、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感召力等贡献智慧和

力量ꎬ 为建设和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提供有力学术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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