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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凄中瞥綦大謦
Shanghai UniVersity of 1、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稳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2018年，学院获得上海高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提升建设重点培育项目立项。同年，学校将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纳入重点学科建设规划，并纳入高水平大学建设整体

规划加以建设。2019年，学校制定并以党委名义发布《上海中医药大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规划(201 9—2025年)》o近年来，学院聚

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党的

建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等主干学科方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尤其在健康中国战略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中医观与治国理政、少数民族学生思政工作、心理学本

土化、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高校与医院基层党建、近现代医疗史等

方面，先后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多项课题研究，在各级各类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数十篇。

发挥专业优势开展理论宣讲。学院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成立

理论讲师团，为区域和学校基层党组织讲党课、送文化。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以后，及时推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理论宣讲品牌课程。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学院专门开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集体备课；主动承担张江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的任务，深入讲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央、上海市委关于主题教育的部署，以及《中国共产党支部

工作条例(试行)》等内容。理论讲师团回应党员和群众理论需求、激发

党员和群众理论学习兴趣、适应党员和群众接受习惯，受到学校和区域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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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规划论证会

学校党委发布《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设规划(2叭9—2025年)》

学院党总支书记陈秋生给联建单位讲授党课

学院杨丽霞老师讲授党课

学院陆向荣老师给我校基层党组织上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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