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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师院中共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教育部为中心授牌

201 3年12月2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史党建专家齐聚赣州，

参加“苏区精神：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这是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一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

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挂牌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展示了近年来关于苏区精神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意味着该中心已

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人文社科研究中心和交流平台。

立足苏区，致力发展

作为一所地处赣南苏区的高校，赣南师范学院历来高度重视并长期致力于中央苏区史和苏区精神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

年代末期就成：茳了“中央苏区研究所”，2002年6月改为中央苏区研究中心，2007年7月被江西省教育厅批准为江西省普通高

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2年又被评为江谢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恭地j‘__：：类基地。2013年6月，由教育部、中共中

央党史研究室联合遴选评审，中心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答辩和专家评估，并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

心，进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行列。该基地的建立，标志着赣南师范学院在人文社种‘国家级’，石开究平台建设上

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成为全省三个具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高校之⋯，对进一步提升该校的内涵发展水平与核心

竞争力，必将起到重要的集聚、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

长期以来，中心整合校内外中央苏区研究领域的学术力量，打造了一支基础扎实、学术水平较高、学缘和学历结构合理的

科研队伍。成立了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先生、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沈谦芳教授等12人为成员的专家咨询委

员会。现有专兼职研究人员31人，其中教授20人、副教授6人、博士16人、硕士8人；享受国务院、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2人，

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人，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6人，中青年骨干教师6人。

同时，中心以学科建设为依托，发展成为一个跨专业、跨学科的开放性研究机构，下设中央苏区史、苏区精神、红色文化资

源开发与运用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并始终坚持“以科研促教学”，积极把相关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育人的丰富内容，致力发挥红

色文化的育人功能。例如，长期坚持在本科生中开设《中央苏区大讲坛》课程，着力用苏区精神滋润每一位大学生心田，为学校

进⋯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打造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品牌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2010年11月，新华社《国内

动态清样》刊发了《赣南师院“用苏区精神滋润每一位大学生心田‘”》一文，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又如，2011年创建了目前

令同高校第·个以某·历史时期节VIIJ 2_l，争为丰题的历史博物馆一“中央苏区历史博物馆”，全面展示了中央苏区时期，中同
共产党闭结和带领J。人苏区人民同甘共，。fII=、浴血俞战的共雄史实，为社会各界、特”l是青少年学生加强爱啊j!义教育、革命1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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