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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如何建立科技文化与思政工作的良性互补机制

在我国科技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环节，一直以来备受党和国家的重视。
而为了更好地帮助我国科技与政治共同发展，建立科技文化与思政工作的良性互补机制是十分必要的。这需要我
们在深入研究科技文化的基础上，在针对如何将思政工作融入科技中进行研究，从而更好地帮助我国进行发展。
而作者杨怀中在《科技文化及其软实力研究》一书中，从文化强国战略视角出发，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我
国科技文化及软实力问题进行研究，对我们建立科技文化与思政工作的良性互补机制提供了帮助。

本书共九个章节，分别是导论、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强国战略的必由之路、科技文化的兴起与发展、科技文化
的多维度审视、科技文化的软实力蕴含科技文化软实力的基本理念、科技文化软实力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地位和
作用、当代中国科技文化软实力建设现状及其分析以及基于文化强国战略的科技文化软实力之实现路径。作者由
浅入深，层层递进，首先在开篇对一些基本概念及本书的基本思路与框架进行了梳理，让我们首先对文化强国战
略，一些科技文化软实力有一定的认知。接着，作者为我们指明文化与科技融合是必然趋势，是符合文化强国战略
的。从而在后面章节中重点研究科技文化和科技文化软实力，在本书最后，作者又对科技文化软实力的实现路径
进行了探索。在整本书中，作者用精确的内容为我们探索科技文化及其软实力，提高文章内容的可信度。作者在
书中也为我们明确，科技文化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实现文化强国建设中也有着十分重要
的地位，所以我国在建设过程中也要重点发展科技文化软实力，以此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在上述内容中，我们明确科技文化及其软实力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性，而同时，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政工
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那么，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发展，建立科技文化与思政工作的良性互补机制是十分
必要的。而如何建立这种机制，则是当下需要研究的课题之一。

首先，我们要努力提高思政工作中的科技文化含量。要明确科技文化在思政工作中的促进作用，在意识上要
明确思政工作的开展需要用较高的科技文化力量支撑，科技文化可以作为思政工作的载体，从而提高思政工作的
效果。在进行思政工作时，可以运用科技文化手段，减少传统思政工作中的枯燥性，利用科技文化手段，用丰富多
彩的教育活动，比如观看录像、网页参观等方式，提高受教育者对思政工作的感兴趣程度，在潜移默化中，用科技、
文化手段推动思政工作的开展。提高思政工作中的科技文化含量，可以更好地帮助我国开展思政工作，推动我国
发展。而本书作者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为主要指导思想，这足以体现科技文化在思政工作中的重要性。

其次，在科技文化的发展中，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思政工作更好地融人到科技文化发展过程中。这就需
要在对科技人才进行培养的过程中，重视对科技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科技人才的大局观和精神境界，从而更
好地帮助我国开展科研工作。将思政工作融人科技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国家重视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及时对科
技人才给予政策支持。同时，在进行科技文化发展过程中，国家要及时对科研人才进行正确的思政教育和引导，帮
助我国科研人才积极健康的生长，提高我国科研队伍的整体素质，从而为我国更好地进行科技文化研究和科技文
化发展奠定基础，提高我国科技文化软实力。而且作者在本书的第九章也为我们指出，实现文化强国战略需要提
高我国科技文化软实力，重点需要提升国民科技文化素质，这就需要将思政工作融入科技文化发展中去。提高我
国科研人才以及整体国民的素质，从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从上文中我们明确在当今社会建立科技文化与思政工作的良性互补机制是十分必要的，首先要提高思政工作
中的科技文化含量，其次，在科技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要重视思政教育。只有二者共同发展，才能从整体上提高我
国的科技文化软实力，从而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帮助我国实现文化强国战略。

(罗道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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