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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实践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重要阵地

侯济民
,

马混茂
,

谢 华

(西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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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西昌 6 15 02 2)

【摘 要】 高校作为宣传理想
、

传播文化
、

培养精神
、

塑造灵魂的主要阵地
,

应该充分发挥 自身

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

教学的优势和
“

两课
”

研究
、

教 学的优势
,

充分发挥 自身实践宣传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优势
。

【关健词】 高校 ; “ 三个代表
” ; 实践 ; 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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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
“
三个代表
”

的重要思想
,

科学地继

承与发展 了马克思
、

列宁
、

毛泽东
、

邓小平关于党的

建设的学说
,

并把马克思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

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与二十一

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

并根

据新形势的要求加以综合
、

提炼
、

归纳
,

使无产阶级

政党建设的基本要素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
,

辩证地

体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
, “

代表

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代表 中国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
,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相互依

存
,

不可分割
。

就像江泽民同志在
“

七一
”

讲话中指出

的 : “ `三个代表
’

的要求
,

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
,

执政

之基
,

力量之源
,

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

设
,

继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的根本要求
。 ”

认真学习
、

深刻领会
、

全面落实
”

三个

代表
”

重要思想
,

对于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为根本任务的高校来讲
,

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

高校不仅要成为实践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坚强阵

收稿 日期
: 20( 拼刁 1一 18

作者简介
:
侯济民

,

男
,

西 昌学院 (南校区 )化 学系讲 师
。

地— 这是高
校推进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 同时

也要成为研究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坚强阵地 ; 宣

传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坚强阵地— 这是高
校 自

身特点决定的特殊的使命
,

也是高校贯彻落实
“

三个

代表
”

重要思想应有之义
。

一
、

高校是社会主义
“
三个文明
”
建设的

重要阵地
,

充 分 发 挥 高 校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以 及

“
两 课
”
教 学 研 究 优 势

,

深 刻 把 握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精 神 实 质

,

是 加 强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迫 切 需 要

,

也 是 加 强 高 校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以 及

“
两 课
”
建 设 的 时 代 要 求

。

江 泽 民 同 志 在 第 三 次 全 国 教 育 工 作 会 议 上 指

出
: “
在 我 国

,

人 民 教 师 是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的 传 播

者 和 建 设 者

” , “

教 育 者 必 先 受 教 育

,

不 但 要 学 专 业 知

识

、

科 学 文 化 知 识

,

还 要 学 政 治 知 识

、

实 践 知 识

,

以 不

断 丰 富 和 提 高 教 师 的 教 书 育 人 的 水 平

。

教 师 是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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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
,

他 的 一 言 一 行

,

都 会 对

学 生 产 生 影 响

,

一 定 要 在 思 想 政 治 上

、

道 德 品 质 上

、

学 识 学 风 上

,

全 面 以 身 作 则

,

自 觉 率 先 垂 范

,

这 样 才

能 真 正 为 人 师 表

。 ”

在 这 里

,

江 泽 民 同 志 特 别 强 调 了

教 师 思 想 政 治 水 平 对 学 生 成 长 的 巨 大 影 响

。 “

教 育 者

必 先 受 教 育

” ,

决 定 了 高 校 在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工 作 中

,

必 须 主 动 学 习

、

深 人 研 究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

自 觉

地 用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教 育 广 大 师 生 员 工

,

使 高

校 师 生 员 工 充 分 认 识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现 实 意

义

。

自 觉 地 学 习 和 领 会

“

三 个 代 表

”

的 重 要 思 想

。

高 校 从 事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同 志

,

特 别 是 高 校 从

事

“

两 课

”

教 学 的 同 志

,

必 须 要 始 终 坚 持 理 论 联 系 实

际 的 学 风

,

努 力 实 践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与 时 俱 进 的 品

格

,

从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提 出 的 时 代 背 景

、

精 神 内

涵

、

理 论 体 系 以 及 实 践 意 义 等 方 面 进 行 深 人 的 研 究

和 阐 释

,

既 把 理 论 研 究 的 成 果 自 觉 地 用 以 指 导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的 实 践

,

也 不 断 充 实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教

育 内 容

,

自 觉 地 占 领 高 校 思 想 阵 地

。

实 践 告 诉 我 们

,

只 有 敢 于 和 善 于 分 析 回 答 现 实 生 活 中 和 师 生 员 工 思

想 上 迫 切 需 要 解 决 的 理 论 问 题

,

才 最 有 吸 引 力 和 生

命 力

。

比 如 当 前 师 生 比 较 关 注 的 如 何 看 待 党 内 腐 败

现 象

、

新 形 势 下 如 何 认 识 和 体 现 党 的 先 进 性

、

如 何 增

强 党 员 的 先 进 性

、

如 何 充 分 地 发 挥 党 支 部 的 战 斗 堡

垒 作 用 等 等

。

在 研 究 中 就 应 该 注 意 从 党 的 发 展 历 程

、

党 的 建 设 的 正 反 两 方 面 经 验

、

党 的 先 进 性 和 宗 旨

,

党

的 建 设 与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关 系 等 方 面 加 强 研 究

,

不 断

增 强 理 论 说 服 的 针 对 性 和 实 效 性

。

对 于 理 论 研 究 的

成 果

,

高 校 各 级 党 组 织 要 注 重 采 取 座 谈

、

报 告

、

交 流

、

专 题 讲 座 等 形 式 及 时 在 教 职 工 中 进 行 宣 传

、

学 习

、

教

育

,

用 以 武 装 头 脑

,

达 到 统 一 思 想

、

增 强 信 心

、

振 奋 精

神 的 目 的

。

理 论 是 行 动 的 指 南

,

没 有 透 彻 的 理 论 学 习 和 研

究 就 不 会 有 坚 定 而 自 觉 的 行 动

。

我 们 高 校 贯 彻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要 从 高 校 在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中 的 独 特 地 位 出 发

,

从 宏 观 上

、

整 体 上 和 理 论 上 把 握

高 校 在 当 前 落 实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方 面 重 要 作 用

的 必 然 要 求

,

把 高 校 党 组 织 的 政 治 任 务 和 高 校 党 组

织 在 实 践

、

研 究

、

宣 传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任 务 有

机 的 结 合 起 来

。

作 用

,

让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及 时 进 入 教 材

、

进 入 课 堂

、

进 入 学 生 头 脑

,

是 高 校 培 养 合 格 人

才 的 战 略 要 求 和 历 史 使 命

。

二

、

高 校 是 培 养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 的 基 地

,

充 分 发 挥 高 校 在 宣 传 先 进 理 论

、

传 播 先 进 文 化 中 的 传 道 作 用

、

教 化 作 用

、

示 范

作 为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工 作 者 必 须 明 确 的 是

,

高 校 培 养 的 人 才 是 未 来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中 十 分 重 要 的

群 体

,

今 天 的 大 学 生 接 受 什 么 样 的 教 育

,

决 定 着 明 天

他 们 在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中 发 挥 什 么 样 的 作 用

。

因 此

,

作 为 立 党 之 本

、

执 政 之 基

、

力 量 之 源 的

“

三 个 代

表

”

的 重 要 思 想

,

在 高 校 这 个 特 殊 的 环 境 里

,

绝 不 能

只 被 看 作 是 共 产 党 组 织 内 部 思 想 教 育 的
事

,

与 青 年

大 学 生 无 关

。

如 果 我 们 被 这 种 狭 隘 思 想 束 缚 住

,

我 们

就 会 犯 历 史 性 的 错 误

。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

深 刻 地 总 结 建 党 80 年来

的基本经验
,

进 一 步 回 答

“

建 设 一 个 什 么 样 的 党 和 怎

样 建 设 党

”

这 个 根 本 问 题 的 党 建 宣 言

,

是 毛 泽 东 思

想

、

邓 小 平 理 论 在 新 形 势 下 的 继 承

、

创 新 和 发 展

。

我

们 必 须 更 深 刻 地 看 到

,

能 否 落 实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

关 系 到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兴 衰 存 亡

,

关 系 到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成 败

,

关 系 到 国 家 民 族 的 统 一 和 复 兴

的 进 程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

不

仅 是 立 党 的 理 论

,

而 且 是 强 国 的 理 论

。

如 果 我 们 现 在

不 大 张 旗 鼓

、

广 泛 深 人 地 对 大 学 生 进 行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学 习 和 教 育

,

增 强 他 们 对 党 的 认 识

,

培 养

他 们 对 党 的 感 情

,

为 党 培 养 一 大 批 坚 定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

我 们 高 校 党 组 织 何 以 称 得 上 贯 彻 了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

所 以
,

积 极 传 播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

是 高 校 党

组 织 的 重 要 职 责 之 一

,

必 须 有 意 识

、

有 目 的

、

有 系 统

地 研 究 和 部 署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在 大 学 生 中 的 学

习 教 育 工 作

。

当 前

,

一 个 重 要 而 有 效 的 载 体 就 是 依 托

“

两 课

”

主 渠 道

,

与 当 前 深 人 开 展 的 邓 小 平 理 论

“

三

进

”

工 作 相 结 合

,

积 极 把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最 新

研 究 成 果 写 进 教 材

、

带 进 高 校 课 堂

、

进 人

“

两 课

”

的 教

学 中

。

在 对 大 学 生 的 教 育 中

,

要 特 别 注 意 紧 密 结 合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实 际

,

通 过 精 讲

、

讨 论

、

交 流 和 参 观 实 践

等 形 式

,

增 强 大 学 生 对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理 解

,

力 争 使

“

三 个 代 表

”

成 为 大 学 生 认 知

、

认 同 和 自 觉 落

实 在 行 动 上 的 基 本 原 理

,

成 为 他 们 人 生 实 践 的 标 准

。

只 有 这 样

,

高 校 贯 彻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才 有 更 积

极

、

更 深 远 的 意 义

。

三

、

以 学 习 党 的 十 六 大 精 神 为 前 提

、

以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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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校 是 实 践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重 要 阵 地

的 理 论 建 设 为 核 心

、

以 党 的 作 风 建 设 为 根 本

,

以 提 高 党 的 凝 聚 力 为 重 点

,

把 高 校 党 组 织 建

设 成 为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忠 实 的 执 行

者

,

自 觉 的 传 播 者

、

坚 决 的 实 践 者

,

是 高 校 面

向 新 世 纪 快 速 健 康 发 展 的 根 本 保 证 和 思 想 指

南

。

当 前

,

要 在 高 校 的 各 项 工 作 中 更 好 地 体 现 和 坚

持

“

三 个 代 表

”

的 重 要 思 想

,

关 键 环 节 在 抓 好 高 校 党

组 织 的 思 想

、

理 论

、

作 风 建 设 上

。

以 党 的 思 想 建 设 为

前 提

,

以 党 的 理 论 建 设 为 核 心

、

以 提 高 党 的 凝 聚 力 为

重 点

,

把 高 校 党 的 组 织 建 设 成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忠 实 的 执 行 者

、

自 觉 的 传 播 者

、

坚 决 的 实 践 者

,

理

性 的 捍 卫 者

,

这 是 高 校 面 向 新 世 纪 快 速 健 康 发 展 的

根 本 保 证 和 思 想 指 南

。

为 此 高 校 党 组 织 必 须 要 抓 好

以 下 四 个 方 面 的 工 作

:

1
、

要 牢 牢 抓 住 思 想 建 设 和 理 论 建 设 这 个 根 本

,

用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武 装 高 校 党 的 领 导 干 部

。

党 的 思 想 建 设

、

理 论 建 设 是 组 织 建 设 和 作 风 建

设 的 基 础

,

而 理 论 建 设 又 是 思 想 建 设 的 核 心

。

没 有 理

论 上 的 坚 定

,

就 难 有 行 动 上 的 团 结 统 一

。

毛 泽 东 同 志

一 九 四 三 年 在 延 安 召 开 的 党 的 工 作 会 上 曾 强 调

: “

指

导 一 个 伟 大 的 革 命 运 动 的 政 党

,

如 果 没 有 革 命 理 论

没 有 历 史 知 识

,

没 有 对 实 际 运 动 的 深 刻 的 了 解

,

要 取

得 胜 利 是 不 可 能 的

” 。

江 泽 民 同 志 在 十 四 届 三 中 全 会

的 政 治 报 告 中 也 指 出

: “

像 我 们 这 样 大 的 党

,

这 样 十

多 亿 人
口

、

由 五 十 六 个 民 族 组 成 的 多 民 族 大 国

,

必 须

要 有 正 确 的 理 论 指 导 和 强 大 的 精 神 支 柱

。 ” “

否 则

,

整

个 党 和 国 家 就 不 可 能 有 强 大 的 凝 聚 力

,

就 会 成 为 象

旧
中 国 那 样 的 一 盘 散 沙

,

我 们 就 不 可 能 有 强 大 的 力

量

。 ”

因 此

,

当 前 我 们 高 校 党 组 织 必 须 要 把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学 习 教 育 与 邓 小 平 理 论 的 学 习 教 育

结 合 起 来

,

与

“

三 讲

”

教 育 结 合 起 来

,

与 行 风 建 设 结 合

起 来

,

把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学 习 作 为 党 性 修 养

的 必 修 课

,

放 在 各 项 工 作 的 首 要 地 位

,

坚 持 不 懈 地 抓

好 党 员 干 部 的 思 想 建 设 和 理 论 学 习

,

尤 其 要 抓 好 高

校 党 的 领 导 干 部 的 思 想 建 设 和 理 论 学 习

,

不 断 增 强

他 们 的 党 性 观 念

、

理 论 水 平

、

政 治 意 识 和 良 好 的 学 习

风 气

。

2
、

着 力 抓 好 高 校 各 级 领 导 班 子 建 设

,

形 成 实 践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坚 强 核 心
。

“

三 个 代 表

” ,

根 本 在 先 进 性

,

关 键 在

“

代 表

” 。

要

在 高 校 全 面 落 实

“

三 个 代 表

”

的 重 要 思 想

,

最 终 要 通

过 高 校 领 导 班 子 和 各 级 领 导 干 部 的 模 范 作 用 表 现 出

来

。

师 生 员 工 看 我 们 高 校 党 组 织 是 不 是 按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要 求 来 做 好 一 切 工 作

,

往 往 是 通 过 各

级 领 导 干 部 的 具 体 言 行 来 认 识 的

。

因 此

,

着 力 抓 好 高

校 各 级 领 导 班 子 的 建 设

,

是 落 实

“

三 个 代 表

”

要 求 的

关 键

。

当 前 高 校 领 导 班 子 建 设 在

“

革 命 化

、

年 轻 化

、

知

识 化

、

专 业 化

”

方 面 迈 出 了 可 喜 的 步 伐

,

但 也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年 轻 领 导 干 部 缺 乏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的 系 统 教

育

,

缺 乏 严 格 的 党 内 生 活 锻 炼

,

在 实 践 党 的 宗 旨

、

贯

彻 党 的 民 主 集 中 制 等 方 面 存 在 不 足

。

我 们 要 以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学 习 教 育 活 动 为 契 机

,

着 力 抓 好 领

导 班 子 的 思 想 建 设

、

作 风 建 设 和 组 织 建 设

,

特 别 是 民

主 集 中 制 教 育

、

党 规 党 纪 教 育 和 党 风 廉 政 教 育 等 方

面

,

既 要 加 强 学 习

,

同 时 也 要 加 强 制 度 化 建 设

,

包 括

干 部 公 开 选 拔 制

、

任 前 公 示 制

、 “
8小 时 之 外 生 活 考

察
”

等

,

把 干 部 的 工 作

、

学 习 和 生 活 都 纳 人 党 组 织 监

督 范 围 之 内

,

形 成 全 方 位 的 监 督 网 络

。

用 制 度 约 束

、

监 督

、

保 证 和 促 进 班 子 思 想 作 风 建 设

。

3
、

大 力 加 强 基 层 党 组 织 建 设

,

使 基 层 党 组 织 成

为 实 践

“
三 个 代 表
”
的 坚 强 堡 垒
。

从 高 校 工 作 实 际 情 况 看

,

当 前 抓 好 基 层 党 组 织

建 设

,

关 键 是 要 解 决 好

“

如 何 围 绕 中 心 工 作 开 展 党

建

”

的 问 题

,

只 有 解 决 好 了 这 个 问 题

,

党 的 工 作 才 有

生 命 力

,

才 能 真 正 起 到 团 结

、

凝 聚 和 保 证 的 作 用

。

我

们 认 为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重 点 在 两 个 层 面
:
一 是 党 总 支

、

党 支 部 如 何 通 过 组 织 的 作 用 来 保 证 教 学

、

科 研 等 工

作 的 完 成
;
二 是 支 部 采 取 什 么 措 施 发 挥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

促 进 教 学

、

科 研 等 实 际 任 务 的 完 成

。

这 样 就

能 形 成 党 总 支

、

党 支 部 工 作 与 教 学

、

科 研 中 心 工 作 的

一 致 性 和 互 补 性

,

并 有 各 自 的 侧 重 点

,

形 成 既 交 叉 但

又 不 替 代

、

互 为 促 进 的 工 作 格 局

。

我 们 要 通 过 这 种 分

清 职 责

、

明 确 目 标 的 做 法

,

大 力 促 进 党 总 支

、

党 支 部

组 织 建 设

。

4
、

以 高 度 的 政 治 责 任 感 和 历 史 紧 迫 感 切 实 抓 好

在 青 年 教 师 中 发 展 党 员 工 作

。

高 校 青 年 教 师 的 政 治 思 想 状 况 直 接 关 系 到 高 校

未 来 的 发 展

,

关 系 到 党 在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的 基 本

路 线 能 否 长 期 不 动 摇

,

关 系 到 我 们 培 养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 的 质 量

,

关 系 到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的 长 治 久 安

。

当 前

,

高 校 青 年 教 师 党 员 比 例 偏 低 的 问

题

,

已
越 来 越 突 出

,

一 些 青 年 教 师 政 治 观 念 淡 漠

,

重

业 务 轻 政 治 的 倾 向 时 不 时 反 映 到 教 学 活 动 中

,

对 青

年 学 生 的 成 长 带 来 了 消 极 的 负 面 影 响

。

(下转 25 页 )



1 期 张 维
:

矛 质

、

冲 突 的 史 学 —
评年鉴派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井 上 幸 治
.

年 鉴 派 成
立 的

基 础

.

( J〕
.

国
外 社 会 科 学

.

1 90 8
,

.6

〔2〕伏 尔 泰
.

路 易
十 四 时

代

.

〔M 〕
.

商 务 印 书 馆 ,.7

〔3 )勒
,

高 夫

.

新 史 学

.

(M 〕上 海 译 文 出版 社 ,2 .0

〔4〕巴 勒 克拉 夫
.

当
代 史 学 主 要 趋 势

.

〔M〕
.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5 .5

〔5〕同 三 第 6页
.

( 6〕林
.

亨 特

.

二
十

年 来
的

法
国

史

: “

年 鉴

”

模 式 的 兴 盛

.

〔M〕
.

2 10
.

(7 )布罗代尔
.

历
史 和 社 会 科 学

:
长 时 段

.

( J〕
.

史 学 理 论

.

19 87
,

3
.

10 .8

( 8〕同 上 第 1 0 8页
.

(9 )宋瑞芝等主编
.

西
方 史 学 史

纲

.

( M 〕
.

河 南
大

学
出

版 杜 ,3 5 .6

( 10 〕英 国 史 学 评 论
.

( J〕
.

18 8 6年 创 刊 号
.

前 言

.

(上接 3 页 ) 这 些 现 象 的 存 在
,

如 果 我 们 党 组 织 不 给

以 高 度 的 重 视

,

并 积 极 加 以 解 决

,

实 现

“

三 个 代 表

”

的

要 求 就 会 流 于 一 种 空 谈

。

从 目 前 情 况 看

,

加 强 在 青 年

教 师 中 发 展 党 员 工 作

,

最 关 键 的

,

一 是 要 转 变 观 念

,

积 极 实 施

“

党 员 先 锋 工 程

” ,

变 被 动 为 主 动

,

用 党 组 织

的 关 心

、

关 怀 去 感 染 青 年 教 师

,

用 党 的 先 进 性 和 奋 斗

目 标 去 教 育

、

引 导 青 年 教 师

,

增 强 党 组 织 对 青 年 教 师

的 吸 引 力
;
二 是 要 强 化 责 任 制

,

加 强 考 核

。

要 建 立 相

对 固 定 的 联 系 人 制 度

,

从 各 个 环 节 抓 紧 培 养

,

力 争 使

青 年 学 术 带 头 人 和 青 年 骨 干 教 师 队 伍 中 党 员 比 例 有

一 个 较 大 的 提 高

。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切 实 做 好 在 青 年 教

师 中 发 展 党 员 的 工 作

。

(上接 7 页 )

同时
,

应 当 注 意

,

许 多 词 语 的 隐 喻 义 是 在 灵 活 运

用 的 基 础 上 产 生 的

,

这 就 需 要 学 习 者 具 备 主 动 运 用

隐 喻 认 知 机 制 掌 握 词 义 的 能 力

。

5
.

结 论

隐
喻 和

转 喻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与 文

化
有

关

,

因 为 经

验 域 在 所 有 的 文 化 中 并 非 一 样 的

。

要 想 准 确 掌 握 英

语 词 义

,

英 语 学 习 者 还 需 要 加 深 对 目 标 语 文 化 的 学

习 和 了 解

,

这 样 才 能 在 基 本 义 项 的 基 础 上

,

通 过 从 源

域 到 目 标 域 的 正 确 投 射 理 解 词 语 的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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