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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论坛
在 宁 召 开

2016年4月21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

运动方向论坛暨江苏省青年研究会2016年年会

在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召开。来自省青年研究和

青年工作一线的专家学者、团委干部等近 100
人参加会议。文洁民副会长主持会议。

省委党校副校长杨明教授到会祝贺并对青

年研究会的发展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坚持

正确的办会方向，坚定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

学术方向，服务大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添砖加瓦；二是要强化问题意识，聚焦理

论、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多出系列成果；三是

要发挥桥梁作用，成为学者间、学科间、学界

与政界间的桥梁；四是要走近青年、服务青

年，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载体。团省委党

组成员、省少先队总辅导员姜东则表达了对青

年研究会资源互补、协作创新办会模式的支

持，并对学会转型和未来建设发展提出了具体

建议和希望。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主任、研

究会会长王培智教授向大会作了理事会工作报

告。会议通过了增设学术顾问、增补新任理事

及学会领导的名单，并对江苏共青团2016年度

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进行了发布。

随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

向”学术论坛主旨发言中，南京大学风笑天教

授以“认识青年、研究青年和引导青年”为题

阐述了自己对青年研究的看法。他认为，认识

青年就是要认识当代青年与以往青年的异同

点，要把一代代青年共性的问题当作认识青年

的出发点；研究青年就是要把视线聚焦到个体

青年向群体青年过渡的过程，重点关注手机等

移动互联设备对青年群体亚文化的影响；引导

青年正确面对理想和现实、正确对待创业和投

机，不要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南京市社科院

院长叶南客研究员在其主旨发言中指出，青年

的性格就是时代的特质。当前青年文化主要有

三个特点，一是青年文化正在从亚文化向主流

文化转变；二是青年文化正在从民族文化向全

球文化转变；三是青年文化正在从虚拟文化向

创新文化转变。南京应注重传承青奥遗产，彰

显协作创新、共享共荣、博爱博雅、创意创新

的大都会精神，特别是要重视当代青年文化对

江苏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利用。

在论坛自由发言阶段，省文化厅艺术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张超在其发言中提出，

要从文化治理的视角研究青年，在关注如何满

足青年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如何让青年

在文化消费和文化行为中自觉发挥以文化人的

功能，发挥引领作用。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

长、副研究员张春龙则认为，青年问题的研究

对象不能局限于青年；研究方式必须贴近青

年；研究内容要善于从青年的实际问题入手。

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后梦婷认为，做

青年研究和工作要善于利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新

方法、新技术，调动青年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注重吸纳社工、心理咨询师以及通过加强三社

联动、建立更好的互动平台等进行引导工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书记侍旭认为，共青团

工作要有受众导向、按需求驱动，同时也要有

供给侧改革思维，让思政工作的供给达到引

领、精准、有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陈昌

凯则指出，青年研究本身的土壤也即社会环境

不应被忽略。当前，社会转型和财富积累的速

度不断加快，但人们的精神却没有跟上节奏，

从而引发了青年人普遍的焦虑。创营书会•南

京国际青年城市书房创始人王晖与会议代表分

享了以青年为对象的城墙读书会及体育活动经

验感想。大贺文化首席梦想官刘东兴通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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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领导给予青年自信心的理念，介绍了中国首

家大学生创意创业孵化平台。苏州大学凤凰传媒

学院教授马中红则提出青年问题研究应凸显江苏

特点，重点研究当下现实。研究会副会长黄菡教

授对代表们的发言进行了点评。

（省委党校 吴青熹）

省周易文化研究会
2016年学术研讨会在宁举行

2016 年 5 月 15 日，省周易文化研究会

2016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与会代表围绕

“周易与传统文化”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讨。来

自全省有关高校、科研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专家

学者和传统文化爱好者100多人参加会议。

省周易文化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南

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和学会

工作实践作了主旨发言。他指出，省周易文化研

究会作为学术协会，致力于易理与数术的平行发

展，不论从哪个方向切入，都必须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具备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遵循“文明

以止人文也”的价值观念。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所长余日昌就构建现代易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作了

发言，提出要把握好传统与现代、学术与实践、

学术与文化的关系，特别是要进行创造性诠释和

批判性继承，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放在文化惠民上

来。

会上，与会专家还围绕“易史易理”、“易学

文化及其应用”等进行了广泛交流，认为《周

易》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瑰宝，是中华文化的源

头，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源、文化之根，其蕴含

着许多人生哲理，如美德伦理、辩证法和时空观

等等，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的形

势下，周易研究要发挥正能量，切实弘扬中华民

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服务，为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光

添彩。

（省周易文化研究会秘书处）

全省档案学会秘书长会议在无锡召开

2016年5月25至26日，省档案学会在无

锡召开2016年全省档案学会秘书长会议。会议

总结交流了去年全省档案学会工作情况，研究布

置了今年全省档案学会工作任务。来自全省各市

档案局分管档案学会工作的领导和档案学会秘书

长以及省各专业档案研究会、省档案学会各团体

会员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省档案学会理事长齐丽华代表省档案

学会作 2015年工作报告和 2016年工作部署，

省档案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于晓庆传达全国档

案学会秘书长会议精神，7家单位的与会代表就

去年工作情况和今年工作打算作了交流发言。

省档案局副局长欧阳旭明到会讲话，就进一

步加强档案学会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要以敏锐

的政治意识贯彻落实好中央有关加强和改进群团

工作的精神，二要以自觉的责任意识有效开展好

群众性的档案学术研究交流活动，三要以积极的

创新意识有序实施好各级档案学会工作机构的改

革治理。他希望学会要进一步推进本地区、本系

统、本单位档案学会工作，努力实现档案学会工

作“十三五”开门红，为大力实施全省智慧档案

工程、“大档案”建设工程、江苏特色记忆工

程、档案文献典籍整理出版工程、重点档案保护

与开发工程、档案干部队伍建设工程等“六大工

程”，率先基本实现全省档案工作现代化作出应

有贡献。

（省档案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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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社会史学会召开
“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学术研讨会

2016年5月28日，由省社会史学会与扬州

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联合举办的“2016年年会暨

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召

开。省社会史学会副会长董德福、王玉贵教授

以及来自省内外的 4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

议。省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扬州大学社会发展

学院院长吴善中教授主持会议。

会上，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黄健荣教授

作了《关于社会治理几个问题的认知》的学术

报告。他认为，治理的主体是开放性的而不是

封闭性的，是多元参与形成的主体，政府体制

外的各种社会组织及每一位公民都是国家治理

的主体。治理的客体是制度、环境，是国家公

共生活或人类生存环境中需要改变的社会建构

与自然建构。扬州市委高奋强研究员则在《邪

教危害与防范处理》 学术报告中对邪教的产

生、类型、危害及如何识别和防范与处理邪教

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省社会史学会会长李良

玉教授在《社会治理的历史参照和技术指标》

学术发言中认为，社会治理就是改善社会状

态，消除社会体制、机制和社会运行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化解社会危机，提高社会的健康水

平，它需要在理论上不断修正一些不正确的认

识并在实际运用中不断得到发展。

当日下午，与会专家学者参观了扬州市邗

江区公安局档案馆的史料陈列和邗江区邗上派

出所，并听取了邗江公安系统关于社会治理实

践经验的介绍。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陆和健）

纪念“6.9国际档案日”广场宣传活动
在 宁 举 行

2016年6月8日，由省档案学会、南京市

档案学会等联合承办的纪念“6.9国际档案日”

宣传活动在秦淮区汉中门广场隆重举行。省档

案局局长谢波、南京市副市长胡万进等领导同

志出席活动并分别向现场的秦淮区市民代表赠

送了家庭档案管理计算机软件。此次活动围绕

“档案与民生”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

样，互动性强的宣传活动。比如，以宣传展板

的形式普及档案法律法规和家庭建档基本知

识，发放有关宣传材料，演示家庭档案管理计

算机软件，播放普及家庭建档的微电影，组织

家庭建档知识有奖竞答，等等。来自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省档案局、南京市政府及市档案

局、南京市秦淮区政府，南京市6个城区档案局

以及南京市房产、城建、社保、公证等13家专

业档案工作机构代表参加了宣传活动。

（省档案学会）

省甲骨文学会举办名家作品特展

2016年6月15日至6月19日,由江苏省甲

骨文学会主办,海南省书法家协会、海南省书画

院协办的“江苏省甲骨文学会名家甲骨文书法

篆刻海南特展”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苏琼两

省有关领导和书画界、学界等各界嘉宾200余

人出席开幕式。

此次展览汇集了江苏省名家近百件甲骨文

书法篆刻作品，展现了当代甲骨文书法篆刻创

作的最高水平,促进了江苏、海南两省间甲骨文

书法篆刻界的创作与交流。 （省甲骨文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