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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落户复旦的新时代上海高校党建创新实践基地

深入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七位专家就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专题研讨

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

本报讯 日前,我校举行“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
题培训”讲座，邀请上海市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市
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
长王公龙教授作理论辅导报告。

王公龙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为题，从“十九届六中全会召
开的重大意义”“全会精神的丰富
内涵与核心要义”和“在深入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上下功夫”三方面
展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文简
称《决议》），是牢记初心使命、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宣言，亦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
南。王公龙在介绍《决议》框架和
特点的基础上，引用文献史料并穿
插党史上的鲜活事例，对《决议》的
思想内涵进行剖析和解读。

王公龙从“维护权威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重大原则”“维护权威
就必须坚定维护核心”和“维护核
心是我们党的宝贵历史经验”三个
维度，重点阐释了“两个确立”的重
大论断，即“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
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历史和现实
意义；从理论发展、理论主题、理论
要义、理论定位、实践成就五个层
面出发，联系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中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
变革，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置于历史的坐标系中，
具体论述了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新的飞跃”的理论价值；《决
议》中所提出的“十个明确”战略
思想和创新理念，亦是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
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具有更
全、更简、更新、更深的特点。讲
座最后，他指出，在深入学习贯彻
六中全会精神上下功夫，牢记初
心使命、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性
修养、增强办事能力，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

全校副处级以上干部、哲学社
会科学骨干教师队伍代表、马克思
主义学院思政教师代表、学生工作
队伍骨干和《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党员志愿服务队师生代表共400
余人分别在邯郸校区主会场和江
湾、枫林和张江校区视频分会场参
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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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们聆听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讲座

在日前举行的“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

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

程”成果发布仪式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

上，与会专家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展了研讨。

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湖

北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尹汉宁

在线出席研讨会并做主旨报告。

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李琪，市

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上海行政学院

常务副院长徐建刚，市委党史研究

室主任严爱云，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副院长刘靖北、复旦大学法学院教

授潘伟杰先后在研讨会上发言。

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

志敏主持研讨会。

把握根本走向

李君如以《把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为

题作发言。他表示学习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这一

以史为鉴、开放未来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指南，最重要的就是要抓

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

重点，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把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根

本走向。

围绕这个主题，他分享了三

个观点：一、在“两个确立”中把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根

本走向。我们党通过的三个历史

决议，正是因为有自己的领导核

心，能够在总结历史经验当中认

识历史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实现党的思想理论的伟大

觉醒和伟大飞跃。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

纪的根本走向。把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更

重要的是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

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进一步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三、在把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21世纪根本走向时，聚焦

正在做的事情。迈进新征程，我

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健党精

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

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

梦想。

学习领会重点

尹汉宁表示，在系统学习《决

议》全文的同时，要着重学习好

《决议》的第四部分。联系复旦大

学的教学科研实际，他认为学习

宣传、研究阐释《决议》的第四部

分，可以从三个方面下功夫。一、

研究阐释“两个结合”，深刻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第一个

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的具体实际相合，第二个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二、研究阐

释“十个明确”，深刻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习近平总

书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

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

三个方面的重大时代课题作出回

答，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首先体现在《决

议》中所概括的“十个明确”上。

三、研究阐释“十三个方面”的历

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领

会实践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决

议》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从13 个方面分领域进行了系

统总结。

他指出，通过深入学习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我们可以

进一步认识到，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条件是具

备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关键是要在学理构建、基础研

究上下苦功夫。

增强自觉自信

李琪以《从党领导人民奋斗

的三重逻辑上领会贯彻决议精

神，增强建功新时代的自觉和自

信》为题作发言。他表示，要从党

领导人民奋斗的实践逻辑、历史

逻辑、理论逻辑上认识和把握决

议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学习

贯彻《决议》精神，必须坚持唯物

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科学性和党

性、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辩证

统一。从“三重逻辑”上来全面、

系统地学习把握《决议》的丰富内

涵和核心要义。即：一是从党领

导人民奋斗的实践逻辑上认识我

们党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课

题和主要任务。二是从党领导人

民奋斗的历史逻辑上认识民族复

兴史上的伟大成就和伟大飞跃。

三是从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理

论逻辑上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历史性飞跃和新飞跃。

更好开辟未来

徐建刚以《牢固树立洞察的

未来大历史观》为题发言。他指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守正创新”，

坚持原来正确的，同时发展创造

新的。今天我们学习《决议》，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深

刻理解哪些是“守正”，哪些是“创

新”。

他指出，要做到深刻理解，有

三个角度要进一步研究：第一、从

科学社会主义一百多年发展的历

史，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

发展。第二、从中国近代一百多

年的发展道路，理解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意义。第

三、从着眼新的一百年奋斗目标，

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即

“十个坚持”。

书写史诗传奇

严爱云以《从党的百年奋斗

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题，谈了

三点学习认识：一是坚持理论创

新，把握历史主动。我们党始终

坚持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作出了

三个历史《决议》，每一个历史《决

议》都是在重要历史关头作出的，

凝结着党和人民千辛万苦的实践

探索、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精

神财富。二是践行初心使命，坚持

人民至上。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

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始终没

有变，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始终没有变。三是坚持

敢于斗争，传承精神谱系。我们必

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以

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书写中华民族新时

代的史诗传奇。

读懂原创思想

刘靖北发言的主题是《新时

代伟大成就中蕴含的原创性思

想》。他指出，六中全会《决议》突

出的特点是重点总结了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而新时代的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很重

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理论上的成

就、思想上的变革。

他表示，《决议》不仅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核心内容从“八个明确”拓展为

“十个明确”，而且还在十三个方

面的成就中总结了蕴含其中的原

创性思想。十三个方面的原创性

思想非常丰富，是习近平“十个明

确”的具体展开和深化。只有把

“总论”和“分论”结合起来学习领

会，才能更全面更准确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核心要义和精髓实质。

走向新的百年

潘伟杰以《习近平法治思想

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怎么做？》为

主题发言。他表示，习近平法治

思想告诉我们三点：一、明确告诉

我们法治是一个现代国家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内容，这个判断是根

据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社会主

义建设的规律和我们党长期执政

规律当中的深刻反思。二、一个

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

代中国社会要走向一个有效的现

代国家，必须致力于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就是

说致力于塑造国家治理的中国

观。三、我们要走向一个新的百

年，致力于走向一个有生命力的

现代国家，一定要从现实的人和

现实的社会条件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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