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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汉青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看点：

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应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历史唯物

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其实

事求是的精神，确保其在工作实践中遵

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新闻传播活动；

二是秉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思考新

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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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江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看点：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教育在不断自我

总结的基础上守正创新，统合时代需求

与自身资源，弘扬学校的“老延大”红

色基因和新闻教育办学历史上旗帜人物

的红色精神来筑牢学生的党性原则，依

托学校法学和政治学优势，培养能够洞

悉中国语境、挺立时代潮头、服务于党

的新闻事业的业务精兵，走出了一条目的

性与规律性相统一的特色人才培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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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华卫  第 三 十 一 届 中 国
              新闻奖评委、中国
              新 闻 漫 画 研 究 会
              会长、中国新闻漫画
              网主编
看点：

每年参评中国新闻奖新闻版面的作

品竞争非常激烈，解放日报连续三年获得

中国新闻奖新闻版面一等奖，其版面有什

么特别之处？解放日报通过对重大主题的

内容编排，精心的版面设计，特色的标题

制作和创新的团队作战，诠释其获奖不是

运气和偶然因素，是其整个编辑、设计团

队长期不断探索、突破和创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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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推荐

传承党媒红色基因推进国际

传播人才培养
——培养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
人才的探索与思考

作者：

摘要：

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国际传播人才

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举措。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坚持传承党媒红色基

因，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全面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培养面向南

亚东南亚的国际传播人才作为目标，采

取有力措施，培养一批具有坚定的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全面发展的复合型国际

传播后备人才，探索出一条具有特色的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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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媒履行社会责任概况及其

提升建议

作者：

摘要：

作为党的耳目喉舌，党媒承担着

重要的宣传任务，经过多年来的摸索

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宣传经验，成为

党传播声音的主要渠道。在一代代新

闻人的努力下，党媒真实记录并积极

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较

好履行了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本文

概述了党的媒体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履

责情况，并对提升党媒履行社会责任

能力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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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左小麟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廖圣清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研究员 

卢剑锋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李文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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