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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省高校社科普及基地授牌，全新社科普及云平台亮相，《现代化在路上》《大地铭
记》等社科读物重磅推出，11位盐城红色研究员领取聘书……9月21日上午，江苏省暨盐
城市第十九届社科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启动，活动现场亮点纷呈，让人充分领略到社科知
识的魅力。当天，通过盐阜大众报网络直播平台在线观看的观众达13.8万人次。

今年宣传周的主题是“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本次活动由省社科联、市委宣传
部、市社科联主办，盐阜大众报文化传媒公司承办。宣传周期间将推出系列活动，致力让
更多优秀的社科知识传入千家万户，引领党的创新理论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

感受社科魅力感受社科魅力 激扬奋进力量激扬奋进力量
江苏省暨盐城市第十九届社科普及宣传周启幕

□记者 姜琰 李倩 陶秋凤

社科普及宣传周，对很多市民而言，并不陌生。
据了解，每年9月第三周举办的“江苏省社科普及宣传

周”，是省市县社科联三级联动，以同一主题共同举办，覆盖
全省的、群众性的社科普及活动，自2004年以来已经连续举
办了18届。

本届宣传周开幕式上，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张新科，江苏省社科联一级巡视员徐之顺，盐城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陈卫红，盐城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新闻
出版局（市版权局）局长薛万昌，盐城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薛

浩，盐城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于建江，江苏省财政厅教科文
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刘建强，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党委书
记、社长李强，盐城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李晓奇等领导
和嘉宾出席。

“本届宣传周，将有近千名社科专家学者、社科工作者
走上街头、深入基层，数百场社科普及活动遍及全省城乡大
地，为人民群众奉上一场场丰盛的人文社科大餐。面向社
会公众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普及活动，是社科联
系统的重要职责。”张新科在致辞中说。

近年来，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江苏省社
科联主动担当、善于创新、拓展格局，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成
效显著。站在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上，江苏省在全国率先
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法规，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贡献了江苏力量。

活动现场，重点推介了省社科联今年重磅推出的《现代
化在路上》社科普及主题读物。据了解，该书系统普及了现

代化建设中相关理论、知识和江苏实践成果。全书分
为九个部分，既介绍现代化一般理论，阐释江苏省

委、省政府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决策部署，又反映
江苏大地上火热的现代化实践，通过对现代化
建设知识进行系统性阐述，填补了社科普及
领域的空白。

“这是一本有厚度的书，她站在历史的
维度，阐述世界现代化发展总体趋势和近
现代中国的社会巨变；这是一本有热度的
书，她站在时代的维度，阐释江苏‘在率先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的使命担

当；这是一本有温度的书，她站在人民的角度，
回应基层群众民生需求，解答社会公众关注关

心的问题。”省社科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活动现场举行了高校社科普及基地授牌仪式。据

了解，省社科联在现有208家省级社科普及基地的基础上，
积极推进高校社科普及基地建设，并联合省科协、省教育
厅、省科技厅命名淮海地区革命文化博物馆等15家高校社
科普及基地。开幕式上，盐城师范学院“江苏作家作品推广
基地”、徐州工程学院“淮海地区革命文化博物馆”等一批高
校代表上台接受授牌。

把论文写在盐阜大地上，把学问做到群众心坎里。
这是盐城市社科联一以贯之的研究导向。

近年来，盐城市社科联牢记“强国复兴有我，排头兵
里有我”的使命担当，把组织课题研究作为社科联工作的
主责主业，立足培育指导，传承当地特色文化。在全国人
民喜迎党的二十大之际，盐城市社科联牵头编撰的《大地
铭记：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一书正式出版。这既是对盐
城红色文化资源的钩沉、抢救和保护，也是对普及传播红
色文化的一次大胆探索。

“以人民之名，这本书有着鲜明的人民性。本书编纂
的出发点是‘党和国家为烈士树碑，人民群众为烈士立
传’，一百多个写作者都是普通的职工、基层干部、教师，
他们重新走进历史现场，自觉接受党史教育，他们的写
作，质朴而真实，展现了革命史的壮阔和烈士们丰富的个
体命运。”活动现场，盐城地方文化著名学者、盐城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孙曙说，这本书具有丰沛的时代价
值，建议每个人都去阅读它。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
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为《大地铭
记》点赞。”原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将军，从一位盐城少
年成长为共和国上将，特地为本届开幕式推介《大地铭
记》一书发来贺辞。

“这是一本传承在盐城这片红色土地上，艰苦作战、
不屈抗争、奋勇拼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书。”党史军
史研究专家、原解放军出版社社长朱冬生欣然同意将他
的文章《盐阜大地上珍贵的红色印记》作为本书序言之
一，同时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岁月长河，历史足迹不容磨灭；时代变迁，英雄精神
熠熠发光。在盐城这片红色热土上，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活动当天，盐城市社科联为王万金、
陆新民、浦玉生、徐振理等11位盐城红色文化研究员颁发
了聘书。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盐城非遗文化展示和全省社科普
及项目实施绩效展、盐城市社科普及基地宣介等展板，让
大家充分感受到若干个社科基地发挥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日益成为创新发展的先导力
量，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同
样也深刻影响着省市各级社科联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
理念、技术和方法。

“足不出户，我们通过云平台，也能感受社科普及
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大家通过视频短片了解了我
省全新打造的社科普及云平台。为快速适应信息技术
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趋势，精准把握新媒体普及
规律，满足人民群众对社科知识的新需求，省社科联联
合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打造了集聚多重功能的线上普及

新阵地。“相信云平台一定会不断提升我省社科普及公
共服务水平，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社科知识普及网
络平台。”省社科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优秀的讲解员通过讲述生动鲜活的故事，有效地
向更多人群普及社科知识，从而起到“润物化人”的作
用。为鼓励创作更多高质量社科普及作品，培养高素
质社科普及讲解员队伍，省社科联在全省评选出一批
优秀社科普及基地讲解员。当天，连云港市革命纪念
馆讲解员田昊玉、中共张家港市委党校讲解员秦锁英
等一批优秀讲解员上台领奖。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
份使命。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优美的
唱词萦绕心头，回味绵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江苏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剧之一，淮剧传承着盐
城地域的人文风情，折射出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
动现场，江苏省淮剧团和盐城市歌舞剧院联袂推出了
新编淮剧《盐城有戏》，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盐城国家级
非遗淮剧的魅力。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征程需要新作为。据了
解，全省社科联系统将扎实推进本届宣传周各项工
作，让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群众生活，营造全社会参
与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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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基层，奏响“社科强音”

持续探索，传承“红色基因”

融入生活，力求“润物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