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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身边楷模 弘扬时代青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夏森同志先

进事迹宣讲会 

由学校党委邀请，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统战部、党委学生工作

部、校团委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会副主席黄春生和机关党委统战



处崔静同志主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夏森同志先进事迹宣讲会”

于 4月 9日在良乡校区举办。张树辉副校长主持宣传会并讲话。学校

师生 300余人参会。 

与会者观看了夏森同志先进事迹宣传短片——《初心》，聆听了

黄春生同志的《平凡造就伟大——我心中的楷模夏森同志》报告，以

及崔静同志介绍陪护夏森同志参加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经

历和感受。学生代表畅谈了学习夏森同志先进事迹的体会。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就学习夏森同志先进事迹，张树辉副校长代

表学校谈了三点体会： 

一要更加明确把握学习夏森同志先进事迹的核心要义。要学习夏

森同志爱党爱国、矢志不渝的政治品格，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

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作出人民教师和青年学

生的贡献；学习夏森同志不忘初心、情系人民的真挚情怀，坚持为人

民做学问，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学习和研究成果，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理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后备人才；学习夏森同

志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努力在平

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学习夏森同志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高

尚品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在

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收获新的成长。 

二要把学习落实到行动上，把所学所思所想转化为学习工作的动

力，转化为指导个人成长和服务学校建设发展的不竭动力。通过学习，



大家要在思想上、行动上、作风上向楷模看齐，在一点一滴中完善自

己，从小事小节上修炼自己，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

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三大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三要把夏森同志的先进事迹当作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

具体载体。夏森同志耄耋之年不忘初心、捐资助学，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坚守了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坚

定信念，事迹感人至深，精神催人奋进。夏森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

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夏森同志的成长历程、助学实践就是我们

党服务人民的缩影。 

 

★学习榜样精神，汲取榜样力量——2019 级法学硕士班党支部举办

学榜样专题研讨活动 

为把学党史、跟党走活动进一步引向深入，取得实效，按照中组

部《关于认真做好〈榜样 5〉专题节目学习收看工作》的通知精神，

结合学校相关要求，4 月 10 日上午，2019 级法学硕士班党支部组织

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开展了“学习榜样精神，汲取榜样力量”专

题研讨学习活动。 

在观看了《初心》和《榜样 5》后，大家以学习夏森和张西京、

张宏、杜云、达娃仓决、汪勇等先进事迹为主题展开了交流研讨，表

达了对先进榜样的崇敬之情。 



通过研讨学习，全体同学倍受感动与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夏森

前辈是获得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表彰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是社科大的

光荣与骄傲；《榜样 5》中的先进人物或捐资助学、扶贫济困，或白

衣执甲、逆行抗疫，他们都是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杰出代表。学习

他们的先进事迹，一要学习他们心忧人民、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和坚

守初心、爱党爱国的优秀政治品格；二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担当作为，争做

党和人民事业的接班人；三要在学习生活中，以先进榜样为镜，向典

型模范看齐，将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人民的大我之中，始终为人民

利益和幸福而潜心治学、努力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

本领。 

 

★开设《党史教育专题》课程和党史专题学术讲座 

张政文校长在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及工作部署会上强调，要在

本硕博思政课中，安排专门的课时，让党史走进课堂；要组织系列讲

座，邀请社科院领导、专家等为本硕博学生和教职员工讲党史专题课；

要立即着手编写学习党史的相关教材。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必须进课堂、

进教材、进头脑，这是硬性任务。 

一、开设《党史教育专题》课程 

4月 8日，学校教务处、马克思主义学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党史教育进课堂工作方案》，发出关于各学院（教学系）开设《党

史教育专题》课程的通知。 



《党史教育专题》课程属性为全校公共选修课，2学分，全校学

生均可自愿选修。教务处负责为报名学生进行系统选课。期末按要求

提交课程学习报告，考查合格获得相应学分绩点。 

二、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之学术讲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史教育大讲堂第一讲暨马克思主义学

术名家大讲堂第二十三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主

讲人：王炳林，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主办：科研处、

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史教育大讲堂第二讲暨马克思主义学

术名家大讲堂第二十四讲《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中国

共产党的成功之道》，主讲人：颜晓峰，中央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团成员，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办：科研处、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院。 

《中国民法典：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安排》，主讲人：

孙宪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办：法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与反思（上）

（下）》，主讲人：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办：历史学院。 

《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主讲人：李志军，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主办：政府管理学院。 



 

★党史教育专题课第一讲：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领悟党的百年

历史 

2021 年 4 月 16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务处与马克

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的《党史教育专题课》第一讲在研究生教学

楼 219 教室开讲。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央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颜晓峰教授从五个方面对“从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领悟党的百年历史”进行了详细讲解。 

一、党的精神谱系的提出及其重要意义 

颜教授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

话》，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党的精神谱系的意义：第一，党的精神

谱系是党的奋斗历史的精神结晶，学习党的精神谱系就是传承党

的精神财富；第二，党的精神谱系是党的百年历程的经典标志，

学习党的精神谱系就是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第三，党的精神谱系

是党的成功胜利的强大动力，学习党的精神谱系就是激发再创辉

煌的斗志。 

二、党的精神谱系的深厚根源 

颜教授运用形象的比喻强调党的精神谱系的结构体系犹如一

棵大树，有它的精神之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系列伟大精神，都

是党的精神谱系这株根深干壮、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结出的一个个

精神硕果。 



三、党的精神谱系的逻辑结构 

颜教授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形成的重大精神成果，

党在带领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创业、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重要

精神成果，以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先进模范为标志的人格化精

神成果三个不同的角度对党的精神成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四、充分发挥党的精神谱系立党兴党强党的滋养功能 

颜教授指出，党的精神谱系是动员全党为党的事业顽强奋斗、

不怕牺牲的精神灯塔，是激励全体共产党人一往无前、冲锋不止

的精神引擎。他强调，传承和弘扬党的精神谱系要贯通于新时代

党的全面建设之中。 

五、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突出党的精神谱系 

颜教授阐述了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突出党的精神谱系，必须要

“从党史学精神谱系，从精神谱系悟党史”。 

颜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精辟独到的见解使广大同学受

益匪浅，还同与会者分享了天津大学为促进党史学习教育所进行

的多项工作。 

 

★举办“学习党史促进大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主题征文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的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

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为全面



贯彻党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相关要求，以及我校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方案——“师生党史学习教育‘一二一’系列主题活动”，

校科研处、党委宣传统战部、校团委联合举办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学习党史促进大学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主题征文活动。 

征文主题包括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国

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等，学习党史促进我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征文还对作

品要求、截稿时间、提交方式、作品评优及报送等方面提出了相关要

求。 

 

★第四届读书节“重温誓词”活动 | 你有政治生日卡吗？ 

在 4•23 世界读书日暨社科大第四届读书节之际，校图书馆党支

部通过开展“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重温誓词”活动，让广大师

生重温誓词忆初心，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这也是推进“社

科大师生党史学习教育‘一二一’系列主题活动”之一内容。 

参与对象为全校教职工党员、学生党员、共青团员；活动时间为

4 月 8 日—5 月 30 日；参与方式为扫码进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点击“重温誓词”栏目，点击“我要宣誓”，按提示输入个人信

息，即可宣读加入中国共产党誓词，完成后便生成政治生日卡。 

 



★党史学习教育之课题研究成果 

在 3 月 3 日，张政文校长在部署学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实施方案时指出，要设置重点课题，结合学习“四史”，深入研究

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入研究阐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学校简

报将分批公布我校专家学者关于党史学习教育课题的研究成果。 

《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光辉典范》（源自：

《光明日报》2021 年 4 月 8 日），作者：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

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以世界观为切入点学好马列经典》（源自：《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作者：侯惠勤，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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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博

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点学科带头人。 

《党史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锐利武器》（源自：《成都日报》

2021 年 3 月 31 日），作者：贺新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教授。 

《党史学习教育的遵循》（《红旗文稿》2021 年第 6 期），作

者：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空间正义论的批判与反思》（源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

究》2020 年第六期），作者：余斌，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