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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古籍人才高地建设　持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研究机构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均有长期从事

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因此，古籍工作

者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组成。新时代古

籍人才培养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

于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等各个环节。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

念、科学的思维方法。正确把握古籍人才培养方向，加快

推进古籍人才工作有序开展，对于做好新时代古籍保护、

整理、出版工作，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遵循人才发展基本规律

加 快 古 籍 人 才 高 地 建 设 ， 需 要 遵 循 人 才 发 展 基 本 规

律。目前古籍人才基础培养工作主要通过高等院校文献学

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实现。而高等院校文献学专业并非

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

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

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

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人

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

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功以

才成，业由才广。陕西是文化大省，传世古籍资源十分丰

富，同时陕西又是教育大省，拥有各类高等院校近百所。

充分发挥省内资源优势，协同培育各类古籍人才，加快古

籍人才高地建设，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顺利开展，对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把握人才培养方向

加快古籍人才高地建设，首先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

方向。古籍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包括高等院

校、党校（行政学院）、部队院校、科研院所、党政部门

◎ 党　斌

陕西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凝聚了大量古籍人才的心血，也对古籍人才高地建设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装帧设计丨周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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