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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读书班第三次专题研讨会举行

主主··题题··教教··育育

本报讯 5 月 15 日下午，复

旦大学召开党委常委班子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读书班第

三次专题研讨暨中心组学习

会,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校党委书记裘新主

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作专

题讲解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

五个本质特征，既需要通过现代

化来达成，又意味着人类文明新

形态正在开启，这是世界历史对

中华民族的一份重托，也是通过

扬弃现代性而展现出一种现实

的可能性。如何根据中国特定

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实现现

代化这一普遍任务，要把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作为指导中国式现

代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活的灵魂”，

也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的题中之义。

会上，校长金力，校党委副

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

宏，校党委副书记尹冬梅，副校

长徐雷、汪源源，校党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周虎作交流发言。

金力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活的灵魂”。必须坚持守正创

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引

领支撑作用。必须坚持问题导

向，围绕“时代之问、复旦答卷”

主线，突出“四问四思”、突出建

设“第一个复旦”之“八问”，强调

同题共答、深化研究、凝心汇智。

裘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人

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

格，教育是与人的发展、人民群

众关联最紧密的事业。要把握

贯穿其中的立场，坚持人民至

上，做到一切为了师生，始终把

师生放在心上，切实解决师生最

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要通过主题教育，进一步把

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

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把“六个必须坚持”作为想

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重要遵

循，转化为锤炼党性、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办学治

校实践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

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校党政领导、党委常委、校

长助理，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又讯 5月18日下午，复旦大

学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理论学

习第二场集中辅导报告会在光华

楼举行。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

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韩庆祥围

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

专题辅导报告。校党委副书记尹

冬梅主持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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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主题教育中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就是要组织各级党

员、干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研究最新的情况、解决最突出

的难点问题。为此，学校党委

部署开展了“切问近思”大调

研，和“融入上海”大走访、“四

敢四尖”干部人才大摸底三大

专项行动一体布局，共同构成

主题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作

为谋划未来一段时期建设“第

一个复旦”、加快高质量发展

的“破题”之策。

破题不能面面俱到，必须

聚焦重点、找到解题的思路和

框架。因此，学校首先提出“四

问四思”（问国之大者、城之要

者、校之重者、民之盼者，思育

人之要、创新之策、聚才之方、

社会之需），作为擦拭初心、分

析形势、提高站位、统一思想的

指南。在定基调、明目标的基

础上，又凝炼了建设“第一个复

旦”之“八问”，这是对“时代之

问”在复旦的拆解和具体化。

目前，全校主题教育开局

顺利，“切问近思”大调研在时

间上已进入中场。学校八个专

题组聚焦问题、深入推进，各二

级单位也围绕“八问”全面发

动。基于各专题组的进展，裘

新作出中场小结，“交上期中考

卷”，以期通过不断的集思广

益、上下交流推动大调研向纵

深推进，及时为二级单位同题

共答提供有益参考。

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钱学森之问”，要用非常规的方

式培养非常之才；聚焦一流学科

建设的“珠峰之巅”，要从引领与

倒逼入手，推动学科专业结构调

整；聚焦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

“果树之思”，要领跑而非跟跑并

跑；聚焦创新策源能级提升的

“核爆点之策”，要紧扣城市核心

竞争力这条主线，围绕服务支撑

上海先导产业发展；聚焦一流干

部人才队伍建设的“北坡之路”，

要以坚定的迎难而上决心，坚决

攀登难度更大的“北坡”；聚焦服

务融入上海发展大局的“双冲顶

之势”，要解决“契合度准不准”

的问题，找到破解“贡献度大不

大”的思路；聚焦解决急难愁盼

问题的“师生之呼”，要推动解决

一批师生员工关注的民生问题；

聚焦党建思政与事业发展的“融

合之道”，要坚持“补齐短板、守

正创新、提质增效”的原则。

“切问近思”大调研前期组

织有序、推进有力，围绕“八问”

破题总体有方。下一步，全校紧

扣“八问”的内涵内核，把问题导

向与结果导向贯通起来，深究问

题关键、深研关键举措，按时取

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效。

答题：扑下身子真抓实干

审题、破题之后，怎样着手

作答，书写好“复旦答卷”？主

题教育总要求、具体目标和工

作安排指向一致，就是要教育

实践两手抓、两促进，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

育成果。他由此提出三方面的

答题要求：深化、转化和内化。

如何深化？咬住主线，开

展主题教育，不能离开“四问四

思”“切问近思”；开展大调研，

也不能脱开“八问”，必须坚持

对标对表、同题共答。抓住要

害，将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

任清单“三张清单”一体化管

理，研究真问题、真解决问题，

做好“施工队长”。扣住节点，

把握时间节点，形成调研成果。

如何转化？以整改问题清

单为工作收口，做好调查研究

与检视整改的联动转化。以清

单为“军令状”，盯紧问题、狠抓

落实，紧紧咬住“八问”，强化政

治导向性、矛盾代表性、问题针

对性，把调研成果切实转化为

整改落实的具体举措，明确整

改措施、目标、时限和责任人，

逐一挂账销号。

如何内化？以主题教育为

契机，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

推进调研工作常态化制度化，把

科学调研论证作为重大问题决

策的前置机制，把深入基层一

线、广泛听取师生员工意见作为

办学治校的经常性工作，更好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决策

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回应‘时代之问’，靠的是

历史主动精神。我们要把主题

教育激发出来的政治自觉、斗

争精神、担当品格，转化为攻坚

克难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建设‘第

一个复旦’的优异成绩迎接学

校第十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书写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满意答

卷。”裘新说。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金力，

中央第56指导组副组长王进富

及相关成员，学校干部和师生

代表等参加党课。校党委副书

记尹冬梅主持党课。

本报记者胡慧中

时代之问、复旦答卷
裘新讲专题党课

本报讯 近一个月来，学校
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紧扣“四
问四思”和建设“第一个复旦”
之“八问”，凝练出贴近本单位
实际的问题认真开展调研，凝
心汇智破解学校事业发展的堵
点与难题。

各单位结合实际，开展研
讨、发布问卷，广泛听取专家学
者建议。历史学系党委开展

“切问近思”大调研之青年教师
座谈会，近20余名青年教师积
极参与；航空航天系党委面向
全体教师发布“大调研问卷”，

请大家为系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
等工作建言献策；数学科学学
院党委面向本科生召开两场座
谈调研会，倾听学生心中的急
难愁盼；药学院党委举办两场
人才引育专题调研座谈会，分
别邀请学院资深教授代表和青
年教师代表就如何加强学院人
才引进与培育工作展开调研座
谈；附属儿科医院党委走访外
科系列科室，围绕科室和学科
发展情况、人才培养和梯队建
设、员工关爱、党建和医院文化

建设等方面展开调研……
与此同时，一些二级党组织

则注重发挥党支部力量，组织党
员们通过设立党建创新项目、举
办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广泛听
取师生意见，帮助师生解决实际
困难。

随着大调研的深入开展，
学校正推动主题教育调查研
究不断走深走实,引领党员、干
部和广大师生掌握运用党的
创新理论去研究新情况、解决
新问题。

本报记者 李斯嘉

各单位结合实际推进调查研究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切问近思”大调研

围绕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学

院 吴 晓 明 教 授 作 专 题 讲

解。从党的二十大报告的

“中国式现代化”切入，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

通过回顾世界历史，吴晓明

阐述近代以来现代化是每

一个民族普遍的历史性命

运，每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

的展开由其特定的社会条

件和历史环境决定。中国

式现代化既具有普遍性，又

必须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

和历史环境来具体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