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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分析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引领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缘由与基本理路。文章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契机, 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正面教育, 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 引导他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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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

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

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用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

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0本文结合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

想政治工作,着重探讨如何坚持和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来引领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方法问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党外

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之维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的社会

认识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相对稳定的价值

观念体系。在这个价值观念体系中, 处于核心地位并且起主

导和引领作用的价值体系就是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

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用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多

元化的社会思潮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 能体现一个健全社

会思想文化观念的核心价值,也能本质地体现我党对党外知

识分子进行统战的职能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时期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

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总是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和优化。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八荣八耻0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部分所构成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正是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内容的进一步凝练和深化。它系统总结了马克思

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有关理论体系,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相关历史经验,并充分认识当前人们的思

想道德信仰的基本状况而提出来的, 具有系统性、历史性、前

瞻性和总结性。它是对包括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

公民思想政治和道德建设内容的最新扩展和最新凝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时期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

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目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

的根本目标是促使高校内部形成奋发向上的凝聚力和共同

的向心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法

宝和武器,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建

10

* 基金项目: 2007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立项课题 (课题名称: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党外知识分子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6 ,湘教工委通[ 2007] 41号)。

作者简介:刘定平, 湖南商学院教授、湖南省高校统战工作研究会秘书长,湖南长沙, 410205;

申覃, 湖南商学院统战部干事,湖南长沙, 410205。



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部分所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就是要通过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深入进行教

育,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

带,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 打牢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与党的统战工作的基本目标是具有一致性的。当

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社会情

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

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

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给作为党的/传家宝0的思想政治工

作带来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党中央提

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新时期党的统战工作提出

的新任务和新目标,同时也是对我们高校统战工作及其党外

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的重要要求。毋庸置疑,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新时期高校的统战工作提供了理论

武器,并指明了工作方向的同时 ,也丰富了高校党外知识分

子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
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缘由

  当前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社会环境需要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其思想政治工作。从宏观的社会环

境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 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建设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深层次的社

会矛盾和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 特别是物质

利益原则、竞争法则的被强化, 人际关系的趋利化倾向和社

会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直接冲击着高校知识分子的思

想信念。与此同时,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 西方敌

对势力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西方国家在输

出技术设备、发展商品贸易的同时, 宣传自己的思想理念, 输

出具有象征意义的西方文化,企图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

观念纳入其认可的轨道。这一切都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

想活动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空前的冲击。高等院校作

为培养人才和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面对难以回避的思

想渗透和争夺,如何增强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鉴别力和免疫

力,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从微观的高

校环境来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高校用人机制、

分配机制和内部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做

好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部分高

校党外知识分子开始用庸俗唯物主义的思维来对待高校的

实际工作,突出体现在有的人不讲为人师表, 开始不务正业,

不考虑自己的影响,做事不讲原则,立场不坚定等。有时比

较看重个人的实际利益,常常抱怨自己工作辛苦而获得的利

益太少。他们有较强的自尊心, 表现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

往往显得有几分矜持和冷漠。这部分人无疑是高校党外知

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对象。

当前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变化要求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其思想政治工作。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中,

既有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又有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既有年

青教师, 又有资深专家和著名教授, 层次不一, 群体差异大。

一般来说,高校的党外知识分子中许多专家、学者的业务素

质很高,在学术上有相当的建树, 是教学、科研第一线上的主

力军。他们思想活跃, 思路开阔, 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他们把爱党爱国爱校的热情, 更多地表现在教育教学的

工作中,体现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其中有些人有参政

议政的要求,政治上具有进步性。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高校

党外知识分子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少数青年教师游离于

组织之外,组织性和纪律性不强, 政治立场不坚定, 总是按照

自由主义的风格来行为处事。他们认为自己接受过高等教

育,综合素质比较高 ,对问题有比较成熟的认识和独到的见

解,不必强调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然而,在实际生活中

一旦他们的要求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没能实现, 或出现某些掣

肘因素,就可能会在他们的思想中造成这样那样的误会。而

极个别的党外知识分子对政治理论学习/没有兴趣0, 无私奉

献精神淡化,把自我价值与人生价值等同起来, 出现了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

可以说,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党外知识分

子思想政治工作正是为了以新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整合处

于多元状态下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意志, 进一步形

成、凝练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奋斗的动力。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
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路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

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有

机组成的范畴,结合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实际, 有的放矢,全面

系统深入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

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引领他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

思想。在高校统战工作及其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

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提供

了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 正

11

学习十七大精神论坛



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 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

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

治工作首先就应当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

位,要求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崇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增

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当前, 尤其要引

导他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0重

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二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高校党外

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 着力增强高校党外知识

分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想信念和信心。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充分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利益和

要求,是全国各族人民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它把国家、民

族与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利于调动全体人民共同为之

奋斗,能够在最大限度上统一社会意志和集中社会智慧、激

发社会活力,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精神保

证。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

建设者之一,无疑应当最大化地发挥自己作为知识型人才和

科技骨干的力量。树立这一共同的理想可以充分凝结高校

所有知识分子的心智力量,促成同心同德、同甘共苦、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的和谐氛围。

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高校党外知识

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旋律,着力培养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

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是一面伟

大的旗帜,它既是一项政治原则, 又是一个道德规范。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要求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树立热爱

祖国,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操, 养成良好的关心国家发展和民

族振兴的政治习惯。要通过开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激发其爱国热情,提高其政治素质; 通过加强形势政策教育,

使他们客观认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

认识到我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取得的辉煌成

就,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来。要调动他

们自我教育的内在积极性,使其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

结合起来,自觉坚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形成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促进民族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和高

尚情感,使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心灵深处扎根, 为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 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四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高校党外知识

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诉求, 着意培养他们矢志不移、追

求真理、开拓创新的拼搏精神, 努力提升他们的创造力和与

时俱进、奋斗拼搏的能力。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但发展的前提是必须改革,注重创新。改革创新作为现时代

精神的核心体现,无疑是新世纪新阶段最重要的主题, 最强

悍的音符。同时, 改革创新是高校发展的生命力和价值源

泉,没有创新, 高校就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和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占

高校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 其中专家教授占了很大比例, 他

们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

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强调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

培育。要善于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和

积极开展创造性工作的宽松环境,要为党外年轻的知识分子

提供可期发展的平台,为他们创造获取自身发展的条件。而

要做到这些,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无疑需要坚持以人为本, 学

会关心人、理解人和鼓励人。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化地调动

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动力。

五是以/八荣八耻0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高校党外知

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道德评衡标准, 着力树立高校党外知

识分子知荣明耻、温文儒雅的学者风度和道德操守。社会主

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坚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 必

须着力于培养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醇化高

校良好的学术道德氛围,促使广大高校党外知识分子能够为

人师表,身先垂范, 彰显育人本色,进而为构建和谐校园夯实

思想道德基础。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我们

要牢牢抓住这个契机, 一方面大力支持民主党派 /自觉、自

主、自为/的思想政治教育, 推动他们建立长效学习机制; 另

一方面,要加强对党外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 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这样,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

很多重点、难点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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