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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 
关于转发《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 

人员重要回信精神的通知》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现将《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

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重要回信精神的通知》(教党〔2021〕

37 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 

各高等学校要按照《通知》要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回信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

信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重温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进行思想再出发的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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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工作引向深入，将《通

知》提出的各项工作要求落在实处，掀起新发展阶段哲学社会科

学高质量发展的新高潮。同时,结合《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精神

的通知》（鲁教科函〔2021〕16 号）要求，认真总结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有关情况，并于 6 月 15 日前将总结报

告电子版报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杜永娟，联系电话：0531-81916525，邮箱：

Kyc@shandong.cn。 

 

附件：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文 

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重要回信精神的通知 

 

 

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 

2021 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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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 
编辑人员重要回信精神的通知 

 

部内各司局、各直属单位，部属各高等学校党委： 

2021 年 5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

编辑人员回信，充分肯定几代编辑人员的努力付出，对办好哲学

社会科学期刊寄予殷切期望，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出明确要

求，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再次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对于办好高品质的学术期刊，掀起新

发展阶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高潮，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教党〔2021〕37 号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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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的丰富内涵和重大

意义 

重要回信高度肯定了 70 年来《文史哲》编辑部在党的领导

下，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

学术研究等方面作出的努力；提出了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

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

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新的重大课题；希望广大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希望广大期刊从业人员坚守初心、

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

中外学术交流，办高品质的学术期刊。 

重要回信立意高远、思想深邃、情真意切、催人奋进，是对

哲学社会科学地位作用的再强化、使命任务的再赋能和责任担当

的再鼓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建设高品

质学术期刊、全面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

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

重要论述。重要回信正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五周年之

际。要将学习贯彻重要回信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切实增强做好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

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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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落到实处 

要以学习贯彻重要回信精神为契机，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来一场思想再出发的总动员，打

一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战，迅速掀起新发展阶

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新高潮。 

1.加快构建体系。创新学科设置方式，巩固提升基础学科、

优势学科，加快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重视扶持冷门绝学，

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聚焦世界学术发展前沿、当代中国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推动形成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中国学派。积极创新国际传播体

制机制，润物无声传播中国声音，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

国。加强各级各类教材的编写审查使用，大力推进马工程重点教

材编修推广。 

2.推动理论创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增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的学理深度和学

术厚度，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带领全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史，讲清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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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党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注入理论滋养。聚焦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讲

清楚中国奇迹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主动服务治国理政。 

3.深化育人育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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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重要指示精神，旗帜鲜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化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全面加强实

践育人，推动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大力推进新文科建

设，在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中，全面提升高校

文科人才培养质量与核心竞争力。教育引导广大学生融入时代、

把握时代、顺应时代、服务时代，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

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4.加强队伍建设。以培育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家为总牵引，

布局引领未来人才体系，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有利于

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引导广大中青年学者

站稳国家立场、擦亮初心使命、提升业务能力、弘扬优良学风，

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淡泊名利，深耕细作，

以精品奉献人民，以奋斗书写时代，自觉把个人学术创造融入中

华文化全面振兴的历史征程，把个人价值追求融入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时代洪流，成长为给学生为人为事为学示范的“大先生”。 

5.弘扬中华文明。主动挖掘中华民族丰厚历史资源、文化资

源和思想资源，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深入阐发传统

文化的现代意义，不断提炼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在新的时代

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辩证把

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关

系，积极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

学三种资源，着力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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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主张、方案，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6.提高期刊品质。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术期刊“坚

守初心、引领创新、提高品质”的重要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价值取向和办刊导向，把学术质量视为生命线，精心策划和

组织主题出版，致力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

系构建和创新，多展示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研究成果，多

支持怀有中国心、善发中国声的优秀学术人才成长，多促进于我

有利、于人有惠、于人类有益的中外学术交流。 

三、不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工作引向深

入 

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重要回信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加强学习宣传研究阐释力度，做好顶层设计，推进改革创新，

全面开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强化

党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把方向、守阵地、建队伍、强保障中的领

导地位。要将学习贯彻重要回信精神与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

相结合，作为党委会、中心组学习、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进一

步明确学习要求、完善计划方案、细化工作安排、定期开展督导。

要学以致用，干学界期待的实事，解纲举目张的难事，谋立梁架

柱的大事，创引领未来的新事，长善作善成的本事。 

2.营造浓厚氛围。要迅速组织学习研讨，引导广大干部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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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认真真学、原原本本学、反反复复学，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

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做到知行合一。要充分发挥

教育系统的人才资源优势，深入开展理论研究阐释，形成一批有

深度、有分量、有影响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要全方位、立体化、

多形式深入宣传解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和学习贯彻情

况，迅速营造良好氛围，形成强大学习宣传声势。 

3.抓好开局谋篇。要做好“人、财、物、时、空”全方位保

障支撑，以育人育才为中心，以体系构建为主线，以能力提升为

重点，以深化改革为动力，谋划好“十四五”时期和面向 2035

中长期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推动战略转型、强化自

主创新、引领迭代升级、深化开放融合，构建主动适应国家需求

引领学术发展的学科体系、有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学术体

系、中国特色世界情怀的话语体系。 

各单位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有关情况，请及

时报告我部。 

 

 

 

 

 中共教育部党组 

 2021 年 5 月 24 日 

 



— 7 — 

 

 

 

 

 

 

 

 

 

 

 

 

 

 

  

 

 

（此件主动公开） 

抄    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 
        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党委。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1 年 5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