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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九十年》

内容概要

《辉煌九十年:2011年全国党史党建学位点会议论文集》共分为四个部分，包括党的辉煌历史，高校党
建，教育创新以及经济发展。党的辉煌历史总结党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分别从党的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文化建设等不同侧面阐述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与启示；高校党建部分分析当前新形势
，新特点，新挑战，从高校基层党建的组织设置创新、运行机制创新、学生党建的实践创新等方面进
行论述；教育创新部分包括教育创新指数研究、知识创新的时代要求、大学文化建设以及国外教育管
理经验借鉴等内容。经济发展部分包括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思考以及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的发展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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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九十年》

书籍目录

历史与逻辑框架下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视野旅俄华侨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
历史贡献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军阀化原因中国共产党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作用——以《中国青年》
为考察对象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基本经验“以人为本”视域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论抗战时期陕甘
宁边区的军粮供应——基于军事物流视角的考察论抗战时期九三学社成立的中共因素论抗战时期陕甘
宁边区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环境——基于政策实施环境的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艺术宣
传方式研究延安整风中中国共产党学习运动经验研究试论联合政府政治主张的特色及其宪政意义解放
战争时期中共“联合政府”政治主张的发展演变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统一财经工作的历史考
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和平解放中的历史功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农村扶贫开发探究浅论中共八大对于
实现“三大转变”的历史性贡献重温《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历史地位——写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对两个八字方针中“调整”的比较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免费医疗制度初探20
世纪中国第二次历史巨变与中国社会阶层变迁论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党领
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的成就初探试论党引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风尚的基本经验试析“三个有利
于”标准的科学内涵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台政策的演变及经验——基于六次党代会报告的视角中国共
产党党组(党团)历史作用演变考析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党组织建设的发展历程回顾社会转型期参政党的
政策监督功能研究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传播学视域下党和政府网络社会管理
分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共同内涵及时代意义党的建设科学化视阈下的党的现代化人文地理环境与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策略选择——兼论琼崖党组织建设的独特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制度建设
的历史回顾与思考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员队伍信仰问题的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利益表达功能
的实现路径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转换：为何与何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的学习江泽民廉政建
设思想论析列宁论执政党的学习——以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主简析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任弼
时青年工作思想及当代价值初探试论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对中国民主制度建设的启示刘少奇对党的劳
资政策的理论贡献张申府的中共创始人地位论辩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的历史考察与思考新中国成立以
来毛泽东的技术观及其实践蔡和森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思想探析中国共产党学习教育活动的历史考
察及其基本经验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文艺事业大众化的奠基作——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及经验启示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公共事件
中的公关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探寻基本国情的艰辛历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政党文化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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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九十年》

章节摘录

　　（二）教育方式　　边区民众教育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上，最大化的满足人民群众的需
要，这就体现在教育方式的多样性上。1938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规
定，“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暂分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民教馆等六种”。除此之外
，还有以生产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地头组、滩地组、运输组、放羊组等；有以战争需要而组织起来的民
兵组、担架组等。专门为妇女组织起来的有纺织组、编席组或炕头教学、送字上门等；对有特殊困难
不能上学的人，分别采取夫教妻、子教父和送字等办法。还有黑板报、读报组、剧团、俱乐部、救亡
室、秧歌队、文化岗、民校等多种颇具特色的教学形式。　　1.识字班，是扫盲运动中最基本、最精
干、最有效的一种组织形式，它是为没有条件上夜校的群众成立的学习组织。识字班的建立是非常普
遍的。它的“编制在乡村以一家为单位，大家庭可以一个住房为一小组，在机关、部队企业中以生活
和工作接近的人，尤其是同吃饭、同睡觉的人编成小组。以本组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每一个村庄
和一个俱乐部设一个识字促进会”。识字班还制定了记录和检查制度。每人各立一簿，记载每日识的
字，几天或一周由消灭文盲小组长收齐送老师阅改。班主任除进行识字教学外，还要根据学员识字情
况填写“识字成绩表”和每月“识字工作成绩表”，并经常开展识字竞赛活动。识字组的建立，“收
到很大的效果。创造了成千的识字的模范青年儿童，就是过去不识一个字的，现在也能识三十个至六
十个了，识一百至三百的，有相当的普遍，甚至五百以上也有不少，计延安全县，现在有二千以上的
青年儿童能识五百字以上的，延川亦有一六二青年儿童能识五百以上的，其余安塞，延长，安定，甘
泉与关中庆环等地个别地方，同样有不少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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