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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7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

教育分会联合举办的“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座谈会

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理事长刘川生，全国人大教科文

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理事会顾问顾海良等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领域专家和工作者参加会议。

杜玉波会长在讲话中指出，新时代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要做到“三

个坚持”，即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把理论武装作为

根本；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着力研究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结

合与融入、落细落小与落实；要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注重把握政治性和学术

性的高度统一、注重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他希望分会按照中央

的决策部署和教育部党组的任务要求，传承经验，发挥优势，坚持问题导向，

推动理沦创新，为促进青年学生成长成才贡献智慧和力量。刘川生理事长在致

辞巾从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丰富内涵、明确学习重点任务，全面推进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传教育、确保精神入脑入心，深入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理论研究、

推动工作创新发展等三个方面，就分会深入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

和I研究t作进行r部署。顾海良教授作了题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

论指导和发展理念——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专题报

告，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理论和发展理念进行了阐释和

解读。

‘j会代表围绕座谈会丰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达成了重要共识、取得了

#硕成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r良好

基础。

1．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讲话。2．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

理事长刘川生致辞。5．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

会理事会顾问顾海良作报告，4-7．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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