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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样有这种焦虑”。陈寅恪先生“平生为不古不今之

学”或“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学术选择，今天或已然

成为21世纪学人的学术坚守，但在20世纪却是个纠结不

确定、需要做出选择的时代问题，正是因为前人的代代

传续和正确抉择，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提

前预判了正确路向。而青年则成为前后时代和现代文明

的媒介与中间者，由此可知青年工作对人类发展和国家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青 年 工 作 者 为 新 时 代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工 作 贡 献 青 春

和智慧，是哲学社会社会科学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

者。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

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秉持开放

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及

其文化思想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了方向。青

年工作者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吸

收世界文明的全球化背景中，建设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综上所述，青年工作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意义重大。所以青年

工作者要在理论学习和实践工作中融会贯通，勇于拓宽

研究的世界视野，善于以自己为方法以生活为养料，从

日常生活实践处做文章，积极为社会科学事业贡献智慧

和青春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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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宗教人类学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坚持和完善新时代“访惠

聚 ” 驻 村 工 作 ， 落 实 驻 村 工 作 重 点 任 务 ， 建 强 基 层 组

织，增强政治功能，确保自治区党委、地委、市委各项

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广泛凝聚民心民力，夯实基

层基础。

三是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

谊活动。坚持用好结对、走访、帮扶、激励等载体，常

态化开展结亲走访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引导各族干部

群众交流互动、加深了解、增进感情。优化结亲方式，

丰富活动内容，完善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关心关爱、帮

扶救助等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凝聚人心。开展民营

企业“百企帮百村”活动，搭建多层次多行业的交往交

流平台，画好民族团结“最大同心圆”，促进各族群众

交流互动、融合发展、共事共乐，让同舟共济的民族团

结之花全面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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