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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一级学科始建于 1983 年，2010 年

被批准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包括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学

理论、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共政策

与公共管理五个专业。

该学科由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

共同承担专业教学工作，现有研究员 13 人，副研究员 11 人，享

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省突出贡献优秀专家 2人，省学术

和技术带头人 3 人，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4人。导师中

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 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

批”人才 1 人，2人被聘为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多位导师

被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共四川省委宣讲团特聘为教授。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简介

专业设置旨在为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外交外事、高校教学

等领域培养应用型和研究型人才，具体目标与 2020 年相同。

本学位点主要研究方向（培养方向）如下：一是中外政治制

度方向，包含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基层治理研究、两岸关系

研究、纪检监察研究四个主要研究方向；二是政治学理论方向，

包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基层治理研究、两

岸关系研究、地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四个研究方向；三是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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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方向，包含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和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四是科学社会主义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向，包含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历史与理论基本

问题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五是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方向，包

含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公共服

务理论与实践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三）研究生规模及结构

2021 年，本学位点共招生 15 人，在读学生人数为 50 人，

毕业授予学位人数为 14 人。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时而行、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为加强研究

生的思政教育，本学位点坚持以思政课程引领课程思政，充分发

挥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课程思政中的核心性和关键性作用，深入探

究思政课程如何引领课程思政，努力实现“三个一”的目标。

厘清一个逻辑：思政课“主渠道”与各门专业课“分渠道”

的逻辑关系，使思政课程成为深化课程思政改革的源头活水；构

建一套机制：围绕组织管理、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团队建设、教师发展、考评激励等，形成一套课程思政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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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长效机制；形成一批范例：理论结合实践，通过组建一批思

政课与专业课“混编式”的教师团队，形成一批具有参考价值的

典型性教学范例。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本教学点将思政课程

和课程思政紧密融合，带动学生认真学习百年党史，师生结合自

身专业知识和研究领域，围绕百年来党的领导下多个领域的建设

形成了三十余篇论文成果，切实发挥思政课程对于课程思政的引

领作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政治要强、情怀要

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谆谆教诲，积

极提高教学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打造了一支科学化、专业化队伍。

科学化，是指本学位点思政教育队伍的安排力求科学合理。

在数量上，根据实际情况，酌情从青年教师中选拔德才兼备者充

当兼职辅导员。在年龄上，尽量做到老、中、青结合。在知识结

构上要求全面性，在人员的安排上尽量挑选知识面广,具有多学

科背景的人担任。

专业化，首先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人员不仅要具备扎实的

专业理论知识，即马克思主义学科理论知识，也要有良好的思想

政治教育驾驭能力。其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技巧上也必须

凸显专业性。本学位点定期开展理论培训，同时适时开展技能培

训，以提升教师队伍的理论水平和教育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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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本学位点积极组织 5 位青年教师参加“教师职业

技能（岗前）培训”，为本教学点教师队伍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

建强思想政治教育青年人才队伍。

（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

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激励学生自觉

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本学位点坚持科学

性、时代性、引导性相统一，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是注重科学性。本学位点准确把握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教

育的特点和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办学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学生

成长规律。综合探索符合青年认知规律、接受能力、需求指向的

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

二是注重时代性。本学位点高度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引

导青年正确认识当前要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着力创新教育教学的

方式，积极探索青年喜闻乐见的授课载体和平台，使学生将理想

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是注重引导性。本学位点充分发挥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铸魂育人的作用，把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置于同样

重要的位置，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本教学点学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5

2021 年，经申请培养考察，本教学点董昱宏同学正式成为中共

党员，龚婉婉、李清洪、齐梓皓、张芙蓉、曾佳、张若寒、袁子

稀 7 位同学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此外，本学位点多名学生参

加研究生院组织的志愿者服务，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本学位点学生

关心社会发展、积极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也反映了

本学位点立德树人的能力和水平。如 2021 级中共党史专业罗吉

存同学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生宣传

队的一员，前往凉山喜德县，为当地群众讲党课，传达全会精神，

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

（四）学位授权点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将文化建设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工作，通

过凝练宣传精神文化，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学生学习的各个环

节和过程中；弘扬繁荣学术文化，着力构建新时代科研文化体系；

传承创新校园文化，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加强党史学习教

育，使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增强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信心和信念。

三、研究生培养与教学工作

（一）师资队伍

1.中外政治制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培养方向）带头人、学

术骨干、师资队伍：

（1）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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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人：吴翔

学术骨干：吴翔、侯文莉

师资队伍：吴翔、侯文莉、李景峰、周冬、张莉、陈萌、付

国英

（2）基层治理研究方向

带头人：陈井安

学术骨干：陈井安、廖冲绪、任振宇

师资队伍：陈井安、任振宇、张人才

（3）两岸关系研究方向

带头人：郭丹

学术骨干：郭丹、廖子夏

师资队伍：郭丹、廖子夏、谢静

（4）纪检监察研究方向

带头人：廖冲绪

学术骨干：廖冲绪

师资队伍：廖冲绪、任振宇、周冬、张莉

2.政治学理论专业主要研究方向（培养方向）带头人、学术

骨干、师资队伍：

（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方向

带头人：郭丹

学术骨干：吴翔、廖冲绪

师资队伍：吴翔、廖冲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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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层治理研究方向

带头人：陈井安

学术骨干：陈井安、方茜、廖冲绪、任振宇

师资队伍：陈井安、方茜、任振宇、张人才

（3）两岸关系研究方向

带头人：郭丹

学术骨干：郭丹、廖子夏

师资队伍：郭丹、廖子夏、谢静

（4）地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方向

带头人：吴翔

学术骨干：吴翔、廖冲绪

师资队伍：郭丹、廖冲绪、任振宇

3.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专业主要研究方向（培养方向）带头

人、学术骨干、师资队伍：

（1）公共政策研究方向

带头人：伏绍宏

学术骨干：伏绍宏、段莉、刘福敏

师资队伍：伏绍宏、段莉、刘福敏、洪运、余思、张磊

（2）公共服务研究方向

带头人：张序

学术骨干：张序、里昕、徐洁

师资队伍：张序、里昕、徐洁、李明、杜珩、严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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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管理研究方向

带头人：李俊霞

学术骨干：李俊霞、徐彬、张义佼

师资队伍：李俊霞、徐彬、张义佼、胡宏、张玺、裴亮亮

4.中共党史专业研究方向（培养方向）带头人、学术骨干、

师资队伍：

（1）毛泽东思想研究方向

带头人：胡学举

学术骨干：胡学举、曾敏

师资队伍：胡学举、曾敏、帅倩

（2）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研究方向

带头人：杨先农

学术骨干：杨先农、赵小波

师资队伍：杨先农、赵小波、张叶婷

（3）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方向

带头人：曾敏

学术骨干：曾敏、赵会娜

师资队伍：曾敏、赵会娜、李挺

5、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研究方向（培养

方向）带头人、学术骨干、师资队伍：

（1）毛泽东思想研究方向

带头人：胡学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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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骨干：胡学举、曾敏

师资队伍：胡学举、曾敏、赵小波

（2）社会主义历史与理论基本问题研究方向

带头人：曾敏

学术骨干：曾敏、帅倩

师资队伍：曾敏、帅倩、赵小波、陈杰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方向

带头人：赵小波

学术骨干：赵小波、张叶婷

师资队伍：赵小波、张叶婷、赵会娜、李挺

（二）课程教学

2021 年政治学学位点无教材出版情况。

学位点持续改进机制，遵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课程

教学管理办法》执行。

表 1：政治学学位授权点课程设置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人

1 政治学原理 必修课 郭丹

2 政治学名著选读 必修课 伏绍宏、段莉、裴亮亮

3 政治学研究方法 必修课 周冬

4 中国政治思想史 必修课 侯文莉

5 外国政治思想史 必修课 吴翔

6 中国政治制度史 必修课 廖冲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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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国政治制度史 必修课 付国英

8 政党政治 必修课 陈萌

9 基层治理 必修课 陈井安、张人才

10 当代政治思潮 必修课 郭丹

11 地方政治理论与实践 必修课 任振宇

12 纪检监察学概论 必修课 廖冲绪

13 党内法规体系及纪检监察重要文献选读 必修课
陈井安、任振宇、周冬、

张莉

14 国际关系 选修课 李景峰

15 两岸关系研究 选修课 谢静

16 刑法学（纪检方向） 选修课 李霓

17 证据法学（纪检方向） 选修课 徐秉晖、王素珍

18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纪检方向） 选修课 黄泽勇

19 刑事诉讼法学（纪检方向） 选修课 张颖睿

20 宪法与行政法学（纪检方向） 选修课 张仪佼

21 党的建设专题研究（纪检方向） 选修课 赵会娜

22 管理学原理 必修课 李明

23 科教管理 选修课 徐洁、胡宏

24 政府公共关系 选修课 李俊霞

25 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 必修课 张序

26 科学精神与论文写作 必修课 方茜、赵小波、杜珩

27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选修课 柴剑锋

28 管理思想史 必修课 徐彬

29 公共政策分析 必修课 伏绍宏、余思

30 公共管理学理论与前沿 必修课 张玺

31 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 必修课 里昕

32 毛泽东思想史 必修课 胡学举

33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必修课 赵小波

34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选读 必修课 曾敏

3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题研究 必修课 单孝虹

36 中共党史理论前沿 必修课 张叶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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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 选修课

赵小波
38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专题研究
必修课

39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原著选读 必修课
帅倩

40 学术前沿 选修课

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课
赵会娜

42 党的建设专题研究 选修课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课 李仁君

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 选修 李挺

（三）导师指导

导师履职尽职尽责。首先，强化规则意识。严格遵循教育部

相关文件和四川省社科院研究生院相关规定，全心投入指导，严

把学术规范。其次，将师德考核纳入对导师的培训和考评范畴。

2021 年本学位点所有导师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其中政治学所 1

名导师考核为优秀。

（四）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注重研究生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和

社会适应能力培养，通过增加导师和学生一对一的辅导交流，解

决学生在学习研究中面临的问题。此外，学科点还组织学生参与

课题研究和调研。如启动“基层治理案例”项目，遵循“老师指

导、学生参与”的原则，深入基层开展调研，积累研究素材。再

如，指导学生申报“学术新苗”课题。

具体情况如下：一是科研项目。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学理论

专业学生参与各导师主持的国家、省部级、本院重大项目 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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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本院“新苗项目”2 项；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

义运动方向学生参加国家、省、院级课题 6 项、主持新苗课题共

计 1 项；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方向学生参与各导师主持的国家、

省部级、本院重大项目共计 3 项，主持本院“新苗项目”2 项。

二是论文发表。政治学学位授权点大部分学生均在公开刊物发表

过学术论文，共计 39 篇。学位点为学生营造“想学”的氛围。

2021 年 1 月和 10 月分别举办了学生读书沙龙和“2021 级新生见

面会”，沙龙全程由学生策划和主持，老师现场指导。

（五）学术交流

本科学点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具体政策与2020

年一致。就具体实践看，2021 年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积极参加

国内各级学术会议，积极参加省级学会主办的年会等省级会议

等。2021 年，本学位点共计入选会议论文 15 篇，参加各类会议

20 人次，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到院做讲座 1 次。

表 2:政治学学位点学生 2020 年参加的学术会议（入选大会论文集或大会发言）

时间 学术会议名称 论文题目 作者

2021年 6 月

20-22日

“‘百年辉煌与新时代接

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暨四川省政治

学会 2021年学术年会”

中共百年统一战线的历

史演进、发展规律与经

验启示，提升农村基层

组织力的目标定位与路

径研究，廉洁文化在“微

腐败”治理中的作用及

路径探析，形式主义的

表现、特点及治理路径

探析，长征精神的价值

功能及弘扬路径---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为视

李崇萱、古

锐、蔡钦衣、

袁子稀，覃

琳玲、张雪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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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中国共产党地方党

组织的建立与革命老区

建设——以安岳县为例

2021年
“四川省人民政协理论与

实践研究会”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社

区协商民主建设研究

（大会优秀论文）

覃琳玲

2021年 11 月 “第二届国家治理与社会

治理现代化：跨学科对话

与反思”

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陈玥桦

2021年 11 月 “第二届国家治理与社会

治理现代化：跨学科对话

与反思“

跨媒介视域下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李清洪

2021年 5 月 “第三届彝海学术峰会—

—弘扬长征精神推进乡村

振兴”

乡村振兴视域下长征精

神的当代价值研究

陈林

2021年 10 月 “第二届科学家精神论

坛” 论科学家精神及其当代

价值

陈林

2021年 6 月 “百年辉煌与新时代接

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暨四川省政治学

会 2021年学术年会”

傅钟党建思想及其当代

价值

陈林

2021年 5 月 “第三届彝海学术峰会—

—弘扬长征精神推进乡村

振兴”

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丰富

和发展

代萍

2021年 10 月 “百年大党和共同富裕：

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第二十六届年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

富裕的重要论述研究

代萍、曾敏

2021年 5 月 “长征文化论坛暨首届泸

定桥学术峰会”

从脱贫攻坚看党的初心

与使命

尹可馨

2021年 10 月 “第二届科学家精神论

坛”
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

杨怡宁

2021年 5 月 “第三届彝海学术峰会—

—弘扬长征精神推进乡村

振兴”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

四川凉山地区的实践研

究

翟帅斌

2021

“第三届马克思主义与中

华文化论坛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全国学

术研讨会”

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

思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

范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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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位论文

本学位点学位论文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

实施办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评审办法》和《四

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组织评阅与

答辩。2021 年，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均通过抽检。

（七）学风建设

学风建设是学位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学位点

在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强化学术规范训练，加强职业伦理教

育，提升老师学生对于学术道德重要性的认识；培养研究生尊重

他人劳动成果，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对于知识产权保

护问题的敏感性。

（八）就业发展

2021 年，本学位点共有 17 名硕士顺利毕业。具体情况如下：

1 人继续读博深造，14 人就职。其中，8 人在党政或事业单位就

职，1人在中学任教，5 人在国企或民企就业。经用人单位反馈，

接收学位点毕业生的单位满意度较高。

四、研究生教育支撑条件

（一）科学研究

论文发表：2021 年本学位点公开发表论文共 80 篇。其中，

《光明日报》1 篇，CSSCI、SSCI 来源期刊 11 篇，其它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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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含各类转载）3 篇，普刊 38 篇。公开出版论文集收录 2 篇

（或以书代刊）。入选全国和省级会议论文 26 篇，其中 15 篇为

全国性会议论文。在报纸发表文章 3 篇。

著作出版：本学位点 2021 年共有 6 部著作出版（含合著）。

课题情况：学位点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4 项、结项 3

项。立项省部级项目 16 项，结项 9 项。立项我院重大课题 2 项，

结项 3 项。

对策建议：2021 年向全国发布《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 2020》；

应用对策研究获省市级领导肯定性批示 6 项。

（二）支撑平台

本学位点研究生在读期间，能广泛参与指导老师的各级课

题，形成了知识面广、视野开阔、动手能力强的研究型人才特点。

学位点目前提供的教学实践基地包括：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

馆、张思德精神研究中心、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青白江廉政教育

基地等。此外，学院院刊《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研究》杂

志也能为本学术点研究生学术训练提供直接的平台。

（三）奖助体系

2021 年度，本学位点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的有 2 人，学校

一等奖学金的有 3 人、二等奖学金的有 9 人、三等奖学金的有

10 人。学位点研究生获奖情况还有：院优秀毕业生 2 人、优秀

学生干部 4 人、院级优秀毕业论文 4人、文献优秀阅读奖 2人。

省级会议优秀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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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日常管理服务严格按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学院教室使用管理规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宿舍管

理规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申述管理办法（修订）》等

规章制度执行。学位点配备了教学秘书 3人，兼职管理本专业学

生相关工作，还配备兼职辅导员 1 人。

五、典型案例

（一）加强学术科研助力乡村振兴

本年度本专业围绕“乡村振兴”，集中开展学术攻关。在课

题研究上，本年立项课题包括国家民委课题《后精准扶贫时期四

川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四川省软科学《后精准扶贫

时期四川深度贫困地区》、成都市软科学《科技创新支撑成都市

乡村振兴的实践模式与优化路径》等；结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劳动力转移对彝族聚居区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嵌

入性扶贫对彝区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发展研究》）；在研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 3 项（《凉山彝区人口流动与长期多维贫困调查研

究》、《精准扶贫后的凉山彝区返贫风险及防控研究》等）。

在对策建议方面，《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后续治理的当前形势

与对策建议》获国家民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

在论文评价方面，论文《结构性嵌入：下派干部扶贫的制度

演进与实践逻辑》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国家社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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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脱贫攻坚优秀成果选编《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在成果评价方面，全年获省部级奖励 6 项。其中，学位点

科研人员主持完成的《四川省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治理和后续发

展研究报告》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四川省新

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研究》获四川省第十九次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二）办好学术期刊，站位学科前沿

本学位点主办《邓小平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两种学术

期刊。

《邓小平研究》目前是我国唯一专门研究邓小平思想、理论

的大型理论刊物，并获得多项殊荣：2021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文献中心发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报告

（2016-2021 年）》中，本刊荣获“2016-2020 年最受欢迎期刊”

奖。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此，本刊特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

征程”和“党史学习教育”两个专栏，采取作者来稿和重点约稿

相结合的方式，推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章，取得了良好效果。

《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由四川省社科院主管、主办，由马

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社编辑出版，是全国首家公开

出版的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型学术理论刊物。该刊公开向

国外发行，已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国外若干研究机构和高等学

府的图书馆均陈列该刊，如东亚集萃、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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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大学、剑桥大学和斯大林纪念馆等。

（三）站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

本学位点下的中外政治制度专业设有国际关系课程，有多位

老师专门从事国际关系方向的研究，其中，李景峰老师长期从事

南亚方面的研究，多次到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家进行学

术交流。

2021 年为中巴建交 70 周年，李景峰老师也应邀出席了一系

列国际活动，如 2021 年 5 月 18—19 日，“中巴产业合作与产业

园区建设”在北京大学召开。巴基斯坦计划部长乌迈尔、投资委

员会主席布哈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融、巴基斯坦驻华大使

哈克，中巴政府部门、企业、高校、智库、媒体等四十多位专家

进行了大会发言，百余人参加了研讨会。李景峰应邀出席，并以

《中巴产业合作的现状与建议》进行大会发言。2021 年 5 月 20

日，李景峰参与编撰的学术著作《Higher than Karakoram:7

decades of Pak- China》在伊斯兰堡由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

研究所举行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由 Talat Shabbir 博士主持，萨

戈达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法扎尔·拉赫曼、巴基斯坦驻华前大

使哈希米、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马苏德、北京理工大学科技与经

济研究中心邸玉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景峰分别对该书进行评

论，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克、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融、巴基斯

坦外秘 Sohail Mahmood 进行点评。2021 年 5 月 21 日，“慕峰

论坛·纪念中巴建交 70 周年”中巴经济走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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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大学新泉校区隆重举行。会议共邀请了 4 名外国学者、9 名

国内专家教授参与研讨。李景峰应邀出席，并就《中巴传统友谊

的新发展》做大会发言。2021 年 5 月 28 日，由中国（昆明）南

亚东南亚研究院、云南省社科院主办的“纪念中巴建交 70 周年

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巴基斯坦驻成都代总领事马哈茂德、

外交学院苏浩、伊斯兰堡欧亚世纪研究所伊尔凡、伊斯兰堡政策

研究所库拉姆等 30 余人出席。李景峰应邀出席，并就《构建中

巴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现状和路径选择》做大会发言。

（四）党史专业的学生讲党史

罗吉存，男，26 岁，共青团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21 级

中共党史专业学生，担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学生会副

主席。该学生入校以来，认真学习、积极奉献。自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召开以来，该学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在研究生学院党总支带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研究生宣讲队成员赴喜德县贺波乡与尔吉村党支部联合开展

党支部“结对共建”活动中，罗吉存同学作为“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生宣讲队的一员，充分发挥专业特长，

挖掘凉山州当地的红色资源，以“红军石”“红军洞”“红军名”

等系列故事为切入口，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充分融合，以这种“党史+全会精神”的模式，讲述了红

军故事，传达了全会精神，得到了单位领导和同志的高度评价。

在他身上体现了我院党史学生关心社会发展、积极为民服务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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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担当和坚持把学问做在祖国大地上的朴素作风，从他身上体现

出了本学位点在高质量培养研究生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教师队伍在职称结构、学历结构上虽有所提升，但与发展的

需要仍有差距，同时，师资队伍的梯队结构有待优化。

（二）改进措施

一是内培外引，扩大中青年科研人比重。鼓励现有青年教师

读博深造，同时积极引进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

二是加强本学位点现有的学科带头人后备人选培养力度，争

取在两年内晋升为学科带头人。

三是鼓励专任教师到国内外著名高校进修、访学或短期培

训。

四是进一步完善学术交流机制，有计划选派本学位点教师积

极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每年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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