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 林 省 教 育 厅 
 

 

吉教思政函字〔2014〕5 号 

 

关于征集“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 

学术研讨会”论文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 

    根据中宣部等中央和国家七部门的通知要求，现向各高校征 

集“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请各

高校按照“征文通知”的具体要求，组织征集论文，各校选送 1

篇，并将选送论文的有关材料及电子版于 4 月 25 日前报送至省

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处。 

联系人：王宏阁  乔东升   联系电话：0431—88904050 

电子邮箱：sjytszc@163.com 

    附：征文通知、参考选题和有关要求 

 

 

                                吉林省教育厅 

                                 2014年 3月 19日 

附件： 



 

- 2 -   

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总政治部 

“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周年 

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2014年 8月 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周年纪念日。中

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

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拟于 2014年 8月 22日至

24 日在北京联合举办“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学术

研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回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

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

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

学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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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学习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精神

风范，总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弘扬党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理想、锐意改革、扎实工作，为推

动我省绿色崛起、科学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二、论文基本要求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主题鲜明，观点正确，对历史的

评价要符合两个历史决议的精神和中央有关要求。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历史和现实结合，注重理论价值和

实践指导意义，深刻揭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

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关系，科学阐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 30年”

的辩证统一关系；深刻揭示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关系，引导人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

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提倡“短、实、新”的优良文风，反对“长、空、假”

的不良文风。 

  4、应征论文须为未发表的科研成果，并符合学术规范。论

文字数不超过 8000字（含注释），并附 500字以内的内容提要和

100 字左右的作者简介。引文和史料要注明出处（统一要求为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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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 

  三、论文征集、评选及截稿日期 

1、论文征集和评选的原则是，广泛征集，重点组织，专家

评审，择优入选。 

2、参选论文由各系统、各相关单位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统一组织、征集和选送。中央直属机关工委负责中央直属各部委，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负责国务院各部委、教育部负责部署大专院

校，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军队系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负责本地区，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本单位。

论文作者根据自己所在系统和部门，将论文提交相应系统和部门

进行初评。 

3、各系统、各相关单位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确定

参选的论文每篇打印 5份，寄至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学术

处（邮政编码100017）。论文电子版请同时发至：wx1740@163.com.

选送论文的截稿日期为 2014年 4月 30日（以寄发地邮戳为准） 

4、研讨会主办方将于 5 月上旬组织专家对参选论文进行评

选。并邀请入选论文作者（由两人或数人合写的论文，只邀请一

位作者）出席 8月在京举办的“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

年学术研讨会”。会后入选论文结集出版。 

mailto:wx1740@163.com.选送论文的截稿日期为2014年4月30
mailto:wx1740@163.com.选送论文的截稿日期为2014年4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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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它事项 

  1、论文参考选题附后。作者可根据附件所列参考选题，自

定题目撰写论文。 

2、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负责联系此项工作。 

联 系 人：唐 斫、麻伯颜， 

联系电话：010-63098191、83087531。 

附件：1.征文参考选题 

      2.论文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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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 

征文参考选题 

一、综合选题 

1、邓小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3、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4、邓小平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5、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6、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7、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8、邓小平对中国国情和社会状况的科学分析 

9、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10、邓小平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和基本经验 

11、邓小平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12、邓小平与党的群众路线 

13、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14、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和决策思想 

15、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16、邓小平与执政党先进性、纯洁性、执政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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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 

18、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实践 

19、邓小平对突发事件的预见、判断和应对 

20、邓小平的经济思想 

21、邓小平的政治建设思想 

22、邓小平的文化思想 

23、邓小平的社会建设思想 

24、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 

25、邓小平民族与宗教理论 

26、邓小平的国际战略 

27、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28、邓小平与三农问题 

29、邓小平的教育思想 

30、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31、邓小平的科技思想 

32、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 

33、邓小平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总结 

二、专题选题 

1、邓小平早期活动与思想研究 

2、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革命活动 

3、邓小平与莫斯科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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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与早期党中央的地下工作 

5、邓小平与八七会议 

6、邓小平与百色、龙州起义 

7、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8、邓小平中央苏区时期的思想和实践 

9、邓小平与遵义会议 

10、邓小平与八路军一二九师抗战 

11、邓小平与太行抗日根据地建设 

12、邓小平与晋冀鲁豫边区建设 

13、邓小平与北方局整风运动 

14、邓小平与千里跃进大别山 

15、邓小平与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 

16、邓小平与淮海战役 

17、邓小平与渡江战役 

18、邓小平与进军大西南 

19、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 

20、邓小平主政西南 

21、邓小平与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 

22、邓小平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23、邓小平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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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邓小平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 

25、邓小平与新中国的社会改革 

26、邓小平与新中国的统战工作 

27、邓小平与新中国的青年团工作 

28、邓小平十年总书记期间的思想和实践 

29、邓小平与党的八大 

30、邓小平与“双百方针” 

31、邓小平与“工业七十条” 

32、邓小平与 60 年代国民经济调整 

33、邓小平与 60 年代初期的全党调查研究 

34、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 

35、邓小平与 60 年代甄别平反工作 

36、邓小平与长远规划的制定 

37、邓小平与三线建设 

42、邓小平在江西的岁月 

43、邓小平与 1975年全面整顿 

44、邓小平与江青集团的斗争 

45、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46、邓小平“北方谈话” 

47、邓小平与“四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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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49、邓小平与经济特区的创建 

50、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51、邓小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52、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思想 

53、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及其实践 

54、邓小平关于发展的思想 

55、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思考 

56、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  

57、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58、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思想 

59、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 

60、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及现实意义 

61、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思想 

62、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判断 

63、邓小平与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64、邓小平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考 

65、邓小平与中日关系 

66、邓小平与中美关系 

67、邓小平与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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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邓小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 

69、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 

70、邓小平利用外国智力的思想 

71、“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价值 

72、邓小平对中共十二大的历史贡献 

73、邓小平对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历史贡献 

74、邓小平“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 

75、邓小平两个文明建设思想 

76、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77、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 

78、邓小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思想的意义 

79、邓小平决策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思考 

80、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 

81、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思想 

82、邓小平“南方谈话” 

83、邓小平晚年思想 

三、主要著作研究选题 

1、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2、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日） 

3、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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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5、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6、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

七日） 

7、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8、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 

9、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 

10、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1、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月） 

12、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 

13、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 

14、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一九七八年十月

十日） 

1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

月十三日） 

16、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17、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

日） 

18、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9、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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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一九八○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 

21、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 

22、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八二年九

月一日） 

23、为景山学校题词（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 

24、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三

日） 

25、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 

26、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四年

十月二十二日） 

27、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 

28、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 

29、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 

30、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一月） 

31、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 

3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十二日） 

33、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一九九○年三月三日） 

34、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

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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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 

论文格式要求 

 

一、论文字体要求：论文标题使用小二号黑体字（加粗），

作者姓名使用三号楷体字，内容提要使用小三号楷体字，正文使

用四号宋体字，作者简介使用四号楷体字。 

二、行间距统一使用单倍行距。 

三、注释统一要求为页下注。出处为著作的要依次注明著作

名、卷次、出版社、出版年份和所在页码；出处为期刊的要依次

注明作者名、文章名、刊载期刊名、出版年和期号；出处为报纸

的要依次注明作者名、文章名、刊载报纸名和出版年月日。 

四、版式要求：A4 纸版式、默认页边距、页码居中、首页

有页码。首页内容包括论文标题、作者姓名、内容提要，正文从

第二页起，作者简介附在文末。 

五、整体格式要求见所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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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格式样本： 

坚持全面正确的历史观 

李  明 

内容提要：坚持全面正确的历史观，对于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有

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 

（第二页起为正文） 

关于坚持全面正确的历史观，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把党和人民 90 多年的实践及其经验当作立身之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

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从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可以看出，

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何等不容易，我们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这

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1
 

“中国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文化渊源，是从中华民族的历

史命运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2
 

“这就是历史：后人总是以前人已经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继续前

进，又大大超越前人。”
3
 

作者简介：李明……（请写明作者单位、职务、职称、研究专长、联

系方式等信息）。 

                                                        
1《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5 页。 
2张宏志：《漫议中国梦》，《党的文献》2013 年第 6 期。 
3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人民日报》2011 年 9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