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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华光支路等延迟路灯熄灯时间

市民：进入冬季，基本7点半左右才会天亮，华光支
路、金华路早上7点过路灯熄灭，非常影响路上行车和行
人安全，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微调。

区城市管理局：市民您好！经核实，进入冬季后，黑
夜时间延长（特别是近段时间），按重庆市城市照明管理
办法调整的路灯冬季开闭时间对市民出行确有影响，综
合实际情况，我局已安排区照明灯饰处及时响应市民关
切，将金华路、华光支路的路灯关闭时间延长至早上7：
30分，即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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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济申）
初冬时节，位于静观镇蜡梅
园的早蜡梅陆续绽放，清风
拂过，朵朵淡黄色的小花散
发出淡淡的幽香，让人陶醉
其中。

11月28日下午，记者在静
观镇素心村的中国静观蜡梅博
览园内看到，朵朵蜡梅点缀枝
头，不少游人漫步在花海中。

市民赵女士说：“今年冬

天我们是第一次到蜡梅园观
赏蜡梅，远远就闻到蜡梅的清
香，漫步在蜡梅林下让人感觉
心旷神怡。”

目前正在开放的早蜡梅
品种主要为红心蜡梅及狗爪
蜡梅，花期将持续半个月左
右。预计12月中旬，蜡梅园的
素心、黄蜡坨等品种将进入盛
花期，花期将持续到春节左
右。

静观蜡梅初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
盛为支撑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
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
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
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
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
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
科学行动指南，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
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
想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阐释中国道路、解读
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旗帜和灵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引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新气象、
迈向新征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阐释不断深
入，学科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学术研究成果丰硕，
话语创新稳步推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突
破，国际影响更加广泛，哲学社会科学为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贡献了
智慧和力量。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之所
以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
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科学指引。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显著的时
代特征、最鲜明的理论品质。哲学社会科学具有
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
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中国学术就从根本上坚持了科学精神、科学原
则；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学术就从根本上掌
握了自己的未来；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

就只能停留在浅薄、虚幻的现象表层，无法进入
历史和社会的深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
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大发展作出了
开创性、全面性、历史性贡献，是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新时代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抢占理论和
学术制高点的根本途径。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始终沿着正
确方向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
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生命力，最根本
就在于我们党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
精神追求真理，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统一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使命，不断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
理化服务，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
重要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
化的过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把握好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特别是重点研究阐释其
中的原理性理论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为
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作出新贡献。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中国理论中
体现主体性原创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命题的提出具有
重大时代意义，拓展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厚度，给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确立了一个更宏阔更高远的目标。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
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原创

能力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不断
增强原创能力，在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
构建中国理论中有新作为。

增强主体性原创性必须以中国实际为研究
起点。中国学术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才有生命力，
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
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
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余年奋斗实践和70多
年执政兴国经验，拥有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宝
贵经验，特别是拥有新时代以来治国理政伟大实
践的成功经验，这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最重要基础和最大底气。我们要站在历史
和时代的高度，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
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形成哲学
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

增强主体性原创性必须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
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
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
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
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
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当今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日
益明显，“中治西乱”形成鲜明对比。国际格局以西
方占主导、国际关系理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
向的“西方中心论”已难以为继，西方治理理念、体
系和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新
自由主义理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遭到了普
遍质疑。这更凸显出基于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
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推进理论创新，决不能照
搬西方理论、西方标准、西方话语，必须不断用中
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
让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让中国学派在
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大放异彩。

增强主体性原创性必须坚持“两个结合”。要
深刻把握“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丰
富内涵和重大意义，坚守好魂脉和根脉，科学认
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全面客观认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坚持面向未来但绝不割裂历史，坚持

弘扬传统但绝不僵化固守，始终走在时代进步的
最前沿，在延续历史中开创未来，以时代精神激
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断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重从博
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
提炼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运用新鲜活泼、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生产出更多受人
民群众欢迎的理论产品，让人民群众深刻感受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
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增强主体性原创性必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当前，我们在国际舆论场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
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提高塑造国家形象、影响
国际舆论的能力，增强国际话语权，要以提升学
术原创能力为依托，加强学术交流、学术传播，不
断提升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学术的世界影
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深化国际传播理论研
究，创新国际传播方式方法。要加快构建中国话
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广泛参与世
界文明对话，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
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开创新时代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境界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既有
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
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
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我们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积极推动知识创新、理
论创新、方法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境界。

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有文化自信的民
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习近平文化思
想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
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我们要以高度
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要在各种思潮的相互比较和竞争中，清晰
而响亮地发出马克思主义学术正声。牢固树立大
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以海纳
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

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
文化资源，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以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在人类学术史上，
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无一不是直面现实、自
觉而直接回答时代课题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
力和广阔空间。我们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立
足当代中国伟大变革和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的实际，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
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
出问题，在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
问、时代之问的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中，实现当
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新的升华和学术跨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对于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来说，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既是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价值的必然途径。要增强哲学
社会科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就必须牢记为人民做学问理念，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
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深入火热的群众实践，了
解人民所思所想所忧所盼，做人民群众的代言
人，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把论文写在祖国
大地上，不负时代、不负使命。

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融合。回顾近代以
来的学术史，不难发现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没有
哪一个学科能够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建立在
相关学科取得成就的基础之上，学科之间的互相
依存日益增强。从世界范围来看，最近20多年来，
学科融合、学术更新呈加速趋势。我们必须更加
重视从科技革命、时代变革中拓宽多学科研究视
野，更新研究手段，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和理念。要
运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
培育新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增长点和创新点。搭
建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综合性研究平台，加强对重
大理论问题和前沿创新实践问题的综合性协同
攻关，培养一批跨领域、跨学科、跨单位的学科创
新力量。

（原载于 2023 年 12 月 6 日《人民日报》第 9
版，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遵循
高 翔

宣 传 阐 释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连日来，三圣镇天宫村“金色果园”种植的血
橙、大雅、青秋、沃柑等柑橘陆续成熟，村民们忙着
采摘装箱上市销售。当地采取“公司+集体+农户”
经营模式建设700多亩特色经果林，预计今年产量
可达到40万斤。果园采取分区域连片种植，全年不
同时段均有柑橘可供采摘，当地村民通过土地入
股、就近务农等方式增加收入。

记者 秦廷富 摄

▲王天运遗失北碚区金刀峡镇田湾村6舍房产证，特此声
明。

▲胡远珍遗失北碚区金刀峡镇田湾村6舍房产证，特此声明。
▲张天开遗失重庆市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证，证件号码：渝北

碚001712，声明作废。
▲黄治福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2419560223767662，

声明作废。
▲艾德成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1519550227333144，

声明作废。
▲王明友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2419630408831214，

声明作废。
▲李炼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0010920051219792554B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色果园”迎丰收

12月6日，在三圣镇天宫村，村民们在分装柑橘。 12月6日，在三圣镇天宫村“金色果园”，村民在采摘成熟的柑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