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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专题学习心得体会 

李文 

近日，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党支部按照学校对“两学一

做”专题教育的要求，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5 月 17 日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习总书记的讲话为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

现围绕讲话精神，结合自身思考，谈几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

旗帜鲜明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

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

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习总书记的讲话明晰了哲学社会科

学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清楚表明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是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也对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的

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思想上，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

意识到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个没

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

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在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重要，

甚至更重要。在新形势下，提高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的建设水平，完善学科评价体系，提高人才队伍质量，

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

视。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增强学术自信，提高工作

能力，勇于承担责任，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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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工作中，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动摇。马克思

主义不仅是原理，更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坚持的唯物主义

观点，与浙大的求是精神一脉相承。“两学一做”，基础在学，

关键在做。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要坚持问题为导向，以解决

中国社会实际问题为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坚持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实践。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者，我们在理

论研究和学术发展中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容

质疑，不容挑战的指导思想，从价值中立的知识传承任务向

勇于肩负创造人民利益导向，分析中国问题，服务中国本土

的改革和发展实践，探索超越西方既有话语体系窠臼的创新

之路。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学术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这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也是我们应该面对的挑战。作为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

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