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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大学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理论研讨会 

 

7 月 16 日，西华大学召开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校党

委副书记王政书，来自省社会科学院、省社科联、省教育厅宣传

思想与统战处、浙江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

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的领导专家出席会议，校党

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科技处、学报编辑部，马克思主义学院

负责人及师生代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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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王政书致辞，省社科联规划办主任赵静、省教育厅宣

传思想与统战处副处长刘海峰讲话。与会专家、师生代表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研究、伟大贡献研究、宝贵经验研

究”等内容作分享研讨。会议由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万远英主持。 

王政书代表学校向理论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

专家学者表示诚挚地欢迎和衷心地感谢。王政书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

深远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做好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宣传、阐释解读，这既是广大社会

科学科研工作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政治责任，

更是光荣使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要提高政治站位，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宣传、研究阐释工作，力争推出一批研究

成果。要着力在“讲好”上下功夫，要站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和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

治责任和政治担当。 

赵静传达了在 7月 7日四川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理论研讨会上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霖的讲话，指出要增强责

任感、使命感，充分发挥社科界的学术优势，并介绍了马列学科

和党史党建学科在国家社科基金申报、立项、排名等情况。 

刘海峰表示，此次研讨会为深入学习贯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供了良好平台，下一步将通过抓

好开学第一课、网络主题活动、结对子活动，抓好思政课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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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学科建设、课堂教学主业等工作，与省内高校共同携手推

进，抓稳做实。 

研讨会上，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同舫通过视频作

题为《百年大党的智慧与担当》的主题报告。刘同舫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智慧，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人类命

运共同体存在状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难题等方面作了

交流。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学举作题

为《把握历史规律 增强历史自觉》的主题报告。他从中国共产

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历程两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深刻内涵，

并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

力，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唐晓勇围绕《人类文明新

形态》作主题报告。他总结并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发展持续强力

释放的文明形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特色发展为根

本路径的文明形态、相互促进共生的文明形态、高质量发展的文

明形态及人类文明新形态六个方面特征。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叶本乾作题为《中共共

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报告。他通过“四件大事”“四个

庄严宣告”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并就中国式现代化动

力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新在何处及未来发展方向三个问题与在

座专家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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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肖围绕《新的赶考路 新

征程》作主题报告。他从不能忘记来时路、走好脚下路、如何走

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走好新时代的赶考

路，就要继续全面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的最高位置，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可以

动摇，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晓明作题为《中国式社

会主义新道路如何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的主题报告。他解释

阐述了何为中国式现代化，指出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的一个成果，强调了在马克思主义

的“两化、两结合”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学勇副教授作题为《百年大

党的代际自觉》主题报告，他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代际自

觉，接好接力棒、跑出好成绩的代际自觉，弘扬光荣传统、赓续

红色血统的代际自觉，面向未来、关注青年代际自觉，公平正义、

和谐发展的代际自觉”五个方面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薛新国教授作题为《从国际比较的维度

看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理论建设的经验》主题报告。他从德国社

会党放弃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训、苏联共产党改旗易帜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经验三个方面出发，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进行分享交流。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尹德志教授作题为《历史和人民选择马

克思主义的逻辑》主题报告。他重点围绕“人类社会活动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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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其优秀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多条路径的汇合”“历史和人民选择马

克思主义是反复实践的理性决策”“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法宝

在于理论创新”五方面进行分享。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贝教授作题为《唯物史观视域下‘以

人民为中心’思想探析》主题报告。他围绕以唯物史观把握“以

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性、“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逻辑结构

及相关理论的厘清方面作阐述。他指出，讲话内容进一步丰富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的哲学意蕴。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高茂森博士作题为《人民立场：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内在要求》的主题报告。他

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

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一论断的核心

要义在于站稳人民立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

斗，并从四个层次作了深刻阐述。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2020 级研究生张潇双

作了题为“增强中国青年的志气、骨气、底气”的主题报告。她

表示，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就要坚

定理想信念，勇于迎难而上，争当创新先锋，树立必胜信心。要

不懈奋斗，砥砺前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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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暨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 

送：校领导，驻校纪检监察组，各学院党委（党总支）,机关党委,后勤服务总公司党委,

人南校区管委会党委,宜宾校区党工委,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