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 月 30 日下午，我校人大预算审查

监督研究中心（北京市人大预算监督研究基地）

与北京市人大召开修改《北京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工作启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副

主任蔡巧萍出席会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

委主任刘星，副主任朱浩鹏，西城、海淀、通州

各区人大财经委代表，市财政局、发改委、审计

局等政府有关部门成员以及我校人大预算审查监

督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参加启动会。

（财政税务学院）

修改《北京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工作启动会在我校召开

本报讯 北京财经研究基地系列年度报告——

《北京财经发展报告（2021-2022）》2023 年 2 月

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财经研究院）

《北京财经发展报告（2021-
2022）》发布

本报讯 我校财经研究院财政研究团队林光

彬、宁静、孙传辉、赵国钦等撰写的财政发展蓝

皮书《国际财政发展指数报告（2022）》于 2023

年 1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财经研究院）

财政发展蓝皮书 《国际财政发展
指数报告（2022）》发布

本报讯 4 月 3 日下午，中央财经大学教育基

金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学术会堂 604 会

议室召开。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校党委书记何秀超，

副校长李建军，副理事长赵煜、马伟强，秘书长葛

仁霞，理事刘志忠、刘央，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长王

瑜，监事吴亦忻、徐平，第三届投资咨询委员会副

主任银国宏，校友与基金工作办公室主任程丽芳等

出席会议。副理事长史建平，理事荆谦、麦建红线

上参加会议。会议由何秀超主持。

（校友与基金工作办公室）

学校教育基金会第五届理事会第
十五次、第十六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3 月 17 日，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

院正式发布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 AMI

综合评价报告（2022 年）》，我校《财经法学》

获评法学类核心期刊。

（法学院）

我校《财经法学》获评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

价核心期刊

本报讯 3 月 29 日下午，“中国式

现代化：新青年 新征程 新作为”党的

二十大精神高校联合宣讲在中央财经

大学学院南路校区学术会堂 202 报告厅

举行。本次宣讲由中央财经大学牵头发

起，中央财经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

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

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共同主办，

12 所高校的领导、师生代表参加了本

次宣讲会。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

长马海涛作开场致辞。他对出席宣讲会

的兄弟院校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表示

欢迎，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

精神，指出此次与 11 所兄弟院校共同

举办高校联合宣讲，是中央财经大学大

力推进“财经思政 +”项目建设的重要

一环，对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形成“学以致

用、讲学互动、以讲促学”的成长成才

长效机制具有深远意义。他对在座的青

年学子提出三点希望：充分认识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下足备课功夫；创

新宣讲方式方法，扩大理论宣讲覆盖面

和影响力；勇担中国式现代化重任，做

好新时代“答卷人”。

导师领讲作示范

北京高校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

神师生宣讲团讲师、中央财经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师李扬领讲。李扬以“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里的青年力量”为主

题，阐述了我国青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式形成作出的重要

贡献，号召广大青年要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积极投身实践，与祖国共奋进，创造更

加美好的明天。

学生联讲展风采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宣讲团团长

龙光泽从近期美国三家银行接连倒闭的

事件入手，阐述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打破

“现代化 = 西方化”的迷思，引导广

大青年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

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本报讯 根据学校年度工作安排，

4 月 6 日下午，学校召开 2023 年乡村振

兴工作部署会。受学校党委委托，党委

副书记梁勇主持会议。

梁勇对 2023 年定点帮扶宕昌县工

作进行了部署和动员。他强调，一是认

识有高度，思想有统一，各单位、部门

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指示批示和重要论述，把思想统一到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从共同富裕角度

深刻理解定点帮扶工作内涵，将乡村振

兴工作作为落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本报讯 4 月 3 日，中央财经大学与

广发银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广发

大厦举行。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何秀

超、党委副书记梁勇，党委副书记、副校

长马海涛，中国人寿集团党委委员、副总

裁兼广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凯出席签

约仪式。

何秀超在讲话中对广发银行长期以来

对中央财经大学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诚挚的

感谢。他指出，广发银行作为国内首批组

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综合业务实力

雄厚，是改革开放的旗帜和排头兵。中央

财经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

山东大学研究生会轻骑兵宣讲团

副团长王浩文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及习

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

辑人员回信精神，阐述山大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血脉，引领山大青年强化责

任担当意识，助力文化自信自强，努力

答好“文化振兴、山大何为”的时代命

题。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

士生宣讲团团长肖敏淇讲述青年作为中

国式现代化的发轫者，也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先锋队和弄潮儿，新时代中国青年

要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路、奋进前行

路。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求索

学社宣讲团讲师杨梦圆阐述中国式现代

化在促进人的现代化过程中为“中国式

新青年”提供人生舞台，“中国式新青

年”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重要支

撑。北京理工大学延河青年宣讲团副团

长史絮讲述一代代北理工青年赓续“延

安根、军工魂”的红色基因，勇担中国

式新青年的光荣使命，始终与党和国家

发展同向同行。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宣讲团讲师

李晓婷带领全体听众跟随中财大师生团

队的脚步，感受中财青年运用专业所

学，助力地方发展，在实际行动中践行

“立德树人 财经报国”的使命担当。

她表示，中财大青年是新时代青年的缩

影，当前，党的二十大蓝图已经绘就，

新征程上号角已经吹响，她呼吁广大新

青年应有新作为，誓用新作为助力新征

程。

教学相长共进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工程与科

学学院航空学院动控系张家应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土

聚焦，抓住教育与产业帮扶这两条线，

助推定点帮扶工作全面发展。四是工作

有协调，活动有要求，校内各单位、部

门，帮扶工作的前后方要联动配合，引

导全校师生共同参与；要继续开展教

职工消费工作，严格规范并统筹组织

好校内各单位、部门赴宕昌考察调研

活动。五是帮扶有成效，宕昌有发展，

继续打好“防返贫”阵地战，打赢“产

业振兴”持久战，完成“攻坚任务”

歼灭战，做到老办法要管用，新办法

要真用，好办法要快用。希望大家继

地资源系徐艳副教授，北京邮电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宋娟副教授，对

13 位宣讲人的宣讲内容分别进行点评

与指导。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部长白彦锋教授进行整体总结点评。他

指出，同学们的宣讲内容既有一定的

理论深度，又结合了各自高校的专业优

势，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人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从“讲好青

年故事”“把握大势大局”“展现使

命担当”三个方面分享了自身的心得体

会，鼓励青年学子以只争朝夕、奋发有

为的奋斗姿态，讲好新时代中国青年的

奋斗故事，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广大青

年中落地生根。

听完整场宣讲后，在场同学纷纷

交流心得体会。

俄罗斯籍留学生、国际经济与贸

易学院国际商务专业鲁斯兰同学说道：

“上周习近平主席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邀请对俄罗斯进行了国事访问，签署了

两份重要联合声明，为两国和世界长远

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我觉得我们两国

青年人应该多加强沟通与交流，为推动

中俄经济和贸易合作高质量发展，全面

推进双边合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我校交流访学的西藏大学 2022

级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藏族

同学普真谈到：“作为少数民族的学

生，在二十多年的求学路上，一直感受

着党和国家对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支持，

今天在现场来聆听二十大精神宣讲会，

让我学习到同辈优秀青年对于中国式现

代化的理解，更让我感悟到作为少数民

族新青年，必须承担青年使命，施展才

干，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建设家乡的一份

力量，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北京学院新疆少数民族预科班凯

比热·艾力同学谈到：“在我成长过程

中，我享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教育惠民”

政策，成长为一名朝气蓬勃的青年。我

会心怀感恩之心，将我自己的理想与家

国融为一体、脚踏实地，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做一名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

本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青年 新

征程 新作为”党的二十大精神高校联

合宣讲，用青年话语宣讲二十大精神，

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信心、同心同德，用

宣讲凝聚共识，引领广大新青年为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上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

续携手同心，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

助力宕昌乡村振兴。

学校办公室主任吕杰从方案背景、

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工作要求等方面

解读了《中央财经大学 2023 年定点帮

扶宕昌县工作实施方案》。

学校办公室副主任薄璐汇报了学校

2022 年定点帮扶工作完成情况。挂职干

部张剑、张振磊在宕昌线上参会，汇报

了前方帮扶需求及近期工作开展情况。

学校各单位、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学校办公室）

究等方面优势显著、特色突出。期待在今

后的全面合作中，推动战略协议落地落实，

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为国家和区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王凯在讲话中指出，中央财经大学作

为国家“双一流”建设、“211 工程”建

设高校，在我国经济金融领域具有领先的

学术地位和行业影响力。广发银行将以此

次战略合作为契机，在人才培养、智慧校

园建设、科创企业项目合作等方面推动业

务合作，实现金融 + 教育的“强强联合”，

打造银校合作典范。

签约仪式上，何秀超与王凯分别代表

中央财经大学和广发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后续双方将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

高端培训、实习实训、毕业生就业、校园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开展深层次、

全方位、实质性合作，建立全面合作伙伴

关系。

中国人寿集团战略客户部、国际业务

部、人力资源部、广发银行总行战略规划

部、机构客户部、北京分行负责人，我校

学校办公室、学生处、研究生院、粤港澳

大湾区（黄埔）研究院负责人一同参加签

约仪式。

（学校办公室）

化的路径选择。南开大学博士生讲师团

讲师申蒙蒙讲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

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科学

的指导思想两方面重要特征，结合南开

大学对口帮扶的案例，讲述南开师生在

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

担当作为。

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讲师杨钰

鑫讲述科教兴国战略的发展历程以及我

国在教育和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成果，

带领听众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

支撑作出的重大部署。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研究生宣讲团副团长李港结合航天人

的奋斗故事解读“两弹一星”精神、载

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和新时代北斗精

神，讲述一代代北航人的空天梦和报国

情。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宣讲团团长郭

哿欣讲述青年师生笃实科研和授业传承

的故事，讴歌科创人才在追求科技创新

与成果转化的道路上崇尚奉献、追求卓

越的奋斗精神。

从广袤的华北平原到富饶的东北

黑土地，从河北曲周的科技小院到吉林

梨树的黑土地综合实验站，中国农业大

学党委理论学习宣讲团博士分团党支部

书记王凯歌讲述一代代农大人为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农

大方案。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博

士生讲师团副团长杨晓倩以北京沙尘、

柳絮治理为例，强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意义，聚焦当前国家林业发展现状，讲

述一代代林业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责

任与光荣任务。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红

色理论学讲团讲师陈银冰从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青年党员积极参与汶川救灾行

动的事迹引出青年党员参与乡村振兴的

意义，展现广大青年在乡村振兴道路上

的担当与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

的组成部分。二是肩上有责任，心中有

情怀，各单位和部门、教职员工和党员

要扛起定点帮扶责任，发扬善心情怀，

在乡村振兴有关工作中强化工作执行力

和攻坚克难的战斗力。三是手中有办

法，脚下有路径，全校师生、社会各界

和前方挂职干部要有机联动，明确统筹

谋划是前提、教育帮扶是基础、党建引

领是核心、凝聚力量是重点、做好宣传

是必要，要把玉岗村帮扶工作作为重点

我校举办党的二十大精神高校联合宣讲活动

本报讯 4 月 3 日，学校组织召开“研究阐释

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科研工作会议，全面推进对

党的二十大精神系统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会议由

副校长李涛主持，特邀部分中青年学术骨干出席研

讨。科研处、学术期刊社负责人参加会议。

（科研处）

学校召开“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
精神”专题科研工作会议

学 校 召 开 2 0 2 3 年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部 署 会

中 央 财 经 大 学 与 广 发 银 行 签 署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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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与金融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联合开展集中研讨学习

本报讯   近日，继赴人民日报社实地

研学后，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与金融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两级理论

学习中心组联合开展集中研讨学习，主题

是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

式现代化”等重要论述。联学会由校党委

书记何秀超主持，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成员，金融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和教师代表参加

了联学。

何秀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提出

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

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

的最新重大成果，思想深邃、立意高远、

内涵丰富，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结

合学习体会，何秀超就下一步学校各项事

业发展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积极输入：

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

系统学、全面学、深入学，必须学实、学

细、学透。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贯彻全国

两会精神结合起来，同即将开展的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同深入学习贯彻习

动。要按照党中央和北京市的部署，制定

学校主题教育方案，将理论学习、调查

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贯通起来，

有机融合、一体推进。要认真学习和贯

彻落实《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

作方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调

查研究，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不断

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识和把握，全面

深入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中财大

力量。

副校长李涛作题为《把握经济发展

趋势规律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

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结合起来，一体学习，一体贯彻。二是

有效输出：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培养堪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当好财经报

国排头兵。一要加强一流人才的培养、二

要加强一流师资队伍建设、三要加强一流

科学研究、四要加强一流学科建设、五要

加强一流社会服务、六要做到学校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有力转化：要

坚持系统思维，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实际行

发言。他强调，要从“数字经济成为支撑

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把握数字经济的

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以实体经济为着

力点，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中

财力量’”四个方面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

化背景下数字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学

校学科特点，李涛围绕学校数字经济研究，

提出三个“加强”。一是加强数字经济方

面的科学研究及智库建设，为数字经济发

展提供学术支撑；二是加强数字经济研究

领域人事人才与师资队伍建设，形成老中

青教师相结合的全生命周期多维度多元化

个性化发展的良好局面；三是加强学术期

刊建设，聚焦数字经济学术前沿，强化学

校在数字经济学术研究领域的地位。

金融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党委书记王辉以《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如

何助力我国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为题作

重点发言。她就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及

如何助力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做了简要阐

述。立足于理论转化，她认为，一是要把

党的金融创新理论有效落实到课程建设

中，加强课程顶层设计，坚持金融类专业

课程与思政课程育人方向一致性，金融类

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文化认同统一性，提

升课程育人实效；二是充分发挥学科优

势，建设强大的科研团队与高端智库，将

金融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大视野中，进行

重大课题攻坚，为建设现代化的金融体系、

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作出中财贡献。

政府管理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成员、党委书记于鹏在以《以中国式现代

化引领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保障》为

题的重点发言中，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党

和国家的机构改革做了梳理，对本次机构

改革的背景、整体方案与重点领域做了介

绍。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学院学

科特色方向，他认为，要将对本次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学习研究融入到公共管

理学、政治学、中国当代政府与政治的课

堂教学之中，进一步明确党中央对科技工

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建构，做好有组织的科

研，在数字治理、乡村振兴、城乡基层治

理等领域寻求新的增长点。

会上，两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

成员和教师代表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

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

究的工作方案》展开充分研讨，深入交流

了学习体会和感想。

( 宣传部、新闻中心 )

我校举行“厄立特里亚开发性金融业务研修班”开班典礼

本报讯 4 月 6 日，由商务部主办、

中央财经大学承办的双边援外人力资

源培训项目“厄立特里亚开发性金融

业务研修班”开班典礼在学术会堂 702

会议室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厄立特

里亚使馆公参戴德茂、我校副校长李建

军、教师代表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钟琦参

加典礼，33 名来自厄立特里亚财政部、

贸工部、旅游部、外交部的官员及各

级银行业务骨干在线参会，典礼由我

校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蔡如海主持。

李建军在致辞中代表学校热烈欢迎

厄立特里亚的各位学员，简要介绍了学

校的基本情况、教育成果，并对学员寄

予希望。他表示，中央财经大学已经与

国家商务部、各国领事馆及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自

2006 年承办商务部援外项目，至今已经

完成 80 期项目培训，共培养了来自 106

个国家的 2000 余名官员，与厄立特里亚

在财政金融管理、开发性金融业务等领

域深入开展研讨、分享经验，加深了中

国与厄立特里亚在金融领域的沟通与交

流。他指出，通过本期研修班的学习交流，

将进一步搭建起中厄合作的桥梁，增进

深厚友谊，提升学员在相关领域的专业

技能与经验，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和理念

服务自己的国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

国，了解中央财经大学。

戴德茂代表中国驻厄使馆向承办

方、相关部委和各大银行以及各位学员

们表达了感谢。他表示，中厄传统友谊

深厚，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自

1993 年建交以来，在经贸、农业、文化、

教育、卫生等各领域合作密切，成果丰硕。

2023 年是中厄建交 30 周年，中方将以

此为契机，为支持厄方开展能力建设、

培养金融领域专业人才、促进双方全面

合作贡献力量，不断丰富中厄战略伙伴

关系内涵。

教师代表钟琦在发言中分享了自己

在授课时的经验和收获，诚挚邀请大家

走入中国、观察中国、了解中国，希望

大家通过本期研修班系统学习开发性金

融理论与中国实践、金融产品定价策略

与投资等课程，充分了解中国文化和经

济金融发展模式，学习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

学校继续教育学院国际业务部相关

负责人参加了开班典礼。

（继续教育学院）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到人民日报社实地研学

本报讯 3 月 29 日上午，校党委书

记何秀超带领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成员前往人民日报社实地研学，参

观人民日报社历史陈列馆、图书馆和

新媒体大厦。金融学院、政府管理学

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联学。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崔士鑫会见

了中心组（扩大）一行。何秀超对人

民日报社长期以来对中财大事业发展

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人民日报

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也是中国第一大

报，承担着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宣传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等重

要职责。此次实地研学是中财大深入

践行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

究的工作方案》精神的重要环节。崔

士鑫对中心组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

介绍了报社有关情况，希望双方未来

增进交流，共促发展。

在老印刷厂改建而成的历史陈列

馆，中心组一行了解了人民日报社的

历史赓续。陈列以人民日报对党和国

家重大历史事件的宣传报道为线索，

分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三个版块。数百张来自不同时期的报

纸，生动展现了报社建社 70 余载以来

的峥嵘历程，高度浓缩地反映了党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宣传思想

文化事业史。中心组成员认真聆听讲

解，不时驻足交流询问，深入了解作

品背后的历史时刻。

来到充满现代化气息的“人”字

型新媒体大厦，中心组（扩大）一行

参观了人民日报全媒体新闻平台、新

媒体中心、人民网演播厅，深入调研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组织架构以及

打造新型传播平台、推进媒体深度融

合、创新话语表达方式的经验与探索。

未来，学校将深化理论研究阐释，

立体化讲好中财大故事，坚持守正创

新，不断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

奋力谱写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

学的新篇章。

（宣传部、新闻中心）

本报讯 3 月 31 日上午，北京市

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谢正光一行莅临

学校看望我校北京市政协委员郭田勇

教授、贾玉革教授并座谈交流。校党

委书记何秀超、校党委副书记兼统战

部部长梁勇陪同走访座谈。市政协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石柱、范和香，校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毛静、科研处处长

王立勇，海淀区政协常委、法学院宋

志红教授参加座谈会。

（统战部）

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谢正光一行
来校走访政协委员并座谈

本报讯 3 月 28 日上午，美国新

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全球事务副校长

Eric Garfunkel 一行来我校访问，校

长助理陈斌开会见了 Eric Garfunkel

副校长一行。

（国际合作处）

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副校长
Eric Garfunkel 一行访问我校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两会精神，进一步擦亮“共和

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

程”品牌，3 月 30 日上午，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于广西大学召开科学家剧目

创排交流座谈会。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王进展，厦门大学、西北

工业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有关同志，

我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新闻中

心主任雷洪峰，校团委书记高杨参加

座谈会。

（宣传部、新闻中心）

我校参加中国科协科学家剧目创排交流座
谈会并作主题发言

本报讯 4 月 3 日上午，长安大

学党委副书记黎开谊一行来我校调研

交流。会议在沙河校区大学生活动中

心金色大厅举行。校党委常委、副校

长朱凌云主持会议。

（校团委）

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黎开谊一行来我校调研

本报讯 4 月 4 日上午，新疆财

经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党委常委、

副校长高志刚访问我校，就中央财经

大学与新疆财经大学对口支援工作进

行座谈。我校党委书记何秀超，党委

副书记、副校长马海涛出席，党委副

书记梁勇主持座谈会。

（学校办公室）

我校与新疆财经大学举行对口支援
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 4 月 3 日下午，教育部中

外人文交流中心杜柯伟主任、夏娟副

主任、重大项目与活动处处长唐云一

行来我校调研国际化人才培养工作，

校党委书记何秀超、校长助理陈斌开

出席会谈。双方围绕高层次国际化人

才培养工作等方面进行交流。

（国际合作处）

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主任杜柯伟一行
调研我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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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一月起，由于心血来潮，笔者开始订

阅文学期刊，迄今已一年有余。这一年来除了阅

读刊物登载的文学作品外，亦对其经营状况与生

存状态有所关注。本文即意在记录笔者对几家大

型主流文学刊物的经营状况的观察与体会。

何去——生存困境

纵观国内目前的大型主流文学刊物，相对而

言依旧保持一定活力的刊物有《人民文学》《收

获》《当代》《十月》《花城》等数家。这些刊

物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的特征，即不刊登任何广

告。 也 就 是 说 它 们 的 收 入 几 乎 只 来 源 于 发 行。

2023 年度，这几家刊物当中定价最低的月刊《人

民文学》每期也达到了 20 元，全年定价 240 元；

最贵的双月刊《收获》和《十月》达到了每期 30

元（全年 180 元）。这样的定价并不比一本字数

相近的图书便宜太多，而印刷质量却比图书差之

远矣。即便售价不菲，这些刊物的财务状况依旧

难称乐观。

稿酬是文学期刊经营过程中的重要成本。据

媒体计算，从 1958 年到 2021 年，我国就业人员

平均薪酬翻了 216 倍，文学刊物的稿酬标准却只

增长了 20 倍左右，并未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然

而就算是如此水平的稿酬，对于很多刊物来说也

是“硬撑着给”。其经营状况可见一斑。2022 年《十

月》杂志期发行量大致在 5 万册左右（这个发行

量在同类刊物中已经十分可观了），按 2022 年每

期 20 元的售价计算，净收入大致是 100 万元。而

《十月》的稿酬标准是每千字 600 ～ 700 元不等，

少量稿件可能达到 800 元或以上。以每期 30 万字

计算，每期仅稿酬成本就超过 20 万元。再减去纸

印成本和人员、场地、设备等成本，其盈利空间

十分狭窄。我们可以这样断定，如今的文学刊物，

包括业界的龙头刊物在内，几乎都没有太多经济

效益可言。

何从——应对之策

经济效益的低下必然会带来转型。这也是上

述几种刊物能够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我们提

到的这五家刊物当中，《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协

直属刊物，《收获》则属于上海市作家协会旗下。

其余三家刊物均是由出版社主办。在刊物发行量

断崖下滑的今天，它们从为上级单位挣取经济收

入和公众知名度的工具转变为文学资源的挖掘机

构与面向业内与少数严肃文学爱好者的作品推广

平台。期刊逐渐成为了出版企业的“先头阵地”

和职业文学组织同基层作者、读者接触的桥梁。

文学期刊专业性高于商业性的特点使它得以更好

地发挥这样的作用。

《十月》杂志在上述方面做得尤其出色。自

1999 年起，《十月》就设立了“小说新干线”栏目，

专门挖掘年轻的小说创作者。近两年《十月》还

推出了“新女性写作”“美丽中国·田野志”等

多种紧扣时代热点的专题，并以这些专题联系作

家进行“话题写作”。2023 年，《十月》新推出

了“全球首发”栏目，联系国内各个语种的知名

翻译家和世界知名作家联手进行新作译介与发布，

加强了中外文坛的合作交流。《十月》杂志的种

种尝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新媒体时代大型文学

期刊转型的生动教材。

除此之外，各大新媒体平台的兴起也给文学

期刊提供了新的机遇。刊物本身能够登载的内容

有限，新媒体账号能够很好地补充正刊的内容空

白。譬如《当代》杂志的微信公众号，除了新刊

内容预告与作品节选外，还发表各类文坛资讯以

及作家创作谈，对杂志品牌与刊载作品的推广起

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今年 3 月，《当代》微信

公众号入围了第七届“大众喜爱的阅读新媒体号”

网络投票，成为入围此评选的唯一原创文学期刊

微信号。

总而言之，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作为

传统媒介的文学期刊正在遭受不容置疑的冲击。

但这冲击中也蕴含着新的机遇。2023 年，依然希

望期刊不死，文学长青。

（文/文化与传媒学院 2021 级新闻 李驿达）

何 去 何 从
——主流文学期刊现状观察

观 点

董新义，韩国高丽大学法
学博士，2012 年 7 月从中国人民
大学博士后出站后调入中央财经
大学法学院工作。现为中央财经
大学科技与金融法律研究中心主
任、法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
北京市金融服务法学研究会理
事、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
事民商法、金融法、金融科技法
治、数据法治、韩国法等研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法
学会部级科研课题，参与多项科
研课题，发表科研论文四十余篇，
出版中韩文著作多部，参编著作
多部。

弃政从教   奔赴中财大

大学时期，董新义老师就十分崇

拜满腹经纶的教授，希望能成为像他

们一样的学者，这个梦想最终在中财

大实现。与许多高校教师一路攻读然

后获得博士学位进入高校不同的是，

董老师的首份工作是检察官。在当时，

检察官无疑是一种特别令人羡慕的“铁

饭碗”职业。但经过几年的检察工作，

董老师发现，自己还是更喜欢做理论研

究，于是他再度燃起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一名法律规则设计者的激情。向组织申

请后，他前往韩国高丽大学法学院攻读

硕士和博士学位，方向是商法和金融法。

在 2004-2009 年 攻 读 硕 士、 博 士 学 位

期间，董老师时常读到中财大法学院郭

锋教授、尹飞教授和陈华彬教授等学者

的研究成果，也从那时开始，他关注到

中财大，并朝思暮想地希望进入中财大

法学院工作。

2010 年归国后，董新义老师进入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为了出站后能有机会进入中财大工作，

他有意对标中财大法学院拟培育的重点

学科方向，将研究的课题选为证券民事

侵权责任与金融统合法。2012 年博士后

出站时，他毫不犹豫地将中财大作为首

选。回忆一路走来，董新义老师说：“于

我而言，中财大既是我翱翔的天空，更

是我的心灵港湾和精神家园。”

教书育人   服务社会 

2012 年 7 月 进 入 中 财 大 法 学 院 工

作后，董新义老师就先后为法学院本科

生和研究生开设了金融商品与证券法、

金融法、信托法课程，还为其他学院学

生开设合同法、民商法通论、经济法、

公司法、金融法和证券法课程。作为一

名大学老师，他始终认为，不仅要教好

书，更要育好人。在教学过程中，无论

是法学院学生，还是其他学院的学生，

他都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

育，教育学生们要有作为中国人的民族

自豪感，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

使命感，要坚守法律人的诚实守信、忠

诚信义、公平正义、勤勉尽责的品质。

除 了 关 注 学 生 们 的 日 常 学 习 和 科

研，董老师还站在学生家长和朋友的角

度，帮助学生们进行职业规划，就出国、

保研、考博、科研项目、论文指导、评

优评奖、毕业生就业前景等问题与学生

进行耐心交流，给他们提供建议和意见。

“逢年过节我还会邀请同学们来家聚餐，

喝茶、喝咖啡，畅谈人生，许多学生都

认识我的家人。”

董新义老师深知要教好书，必须要

做好科研，没有科研积累，教学也会逊

色。在中财工作的十年来，他一直从事

证券法、金融法、金融科技法治、韩国

法、数据法等领域的研究。在国内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在韩国辰元社

出版韩文著作一部，出版多本中文著作

等。2012 年 7 月调至中财，2015 年底成

功获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

2017 年主持中国法学会部级科研项目，

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投资者服务中心等委托的多个科研

项目。

由于所研究的法律都是跟社会、与

实务最为密切相关的法律，董新义老师

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平常在指导本

科生和研究生时，也都建议他们要多关

注社会热点，多参与法律实践。他曾多

次参加国家立法机关和监管机构组织的

咨询会议，为金融法律的修改和政策出

台建言献策，参加司法机关疑难案例的

论证，参与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法及

相关司法解释的修改；他还积极参与投

资者保护、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公益活动，

向社会宣传介绍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法

律，号召群众参与金融消费者保护活动。

董老师积极参加全国工商联组织的营商

法治环境建设研究，调研企业对营商环

境的意见，为营商环境的改善建言献策。

在疫情期间，他还为国家精准防控提出

自己的建议。

放眼国际   拥抱前沿

董新义老师积极响应学校的国际化

办学战略，积极参与学校的国际化发展。

由于在韩国有多年的留学和生活经验以

及在日本的交流学术经历，董老师充分

利用自己的韩语优势，不断与韩国、日

本多层次人士进行交流，是我国小有名

气的“韩国法律通”。

他与韩国著名的高丽大学、首尔大

学、中央大学、檀国大学、韩京大学、

国立忠北大学、仁荷大学以及日本的早

稻田大学、同志社大学等大学法学院的

许多教授均保持着频繁的学术互动，多

次受邀参加学术会议，宣讲中国金融法

治、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法制和政策，

介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发出中国声

音，宣传中国主张。

他还与多所院校就资本市场法（金

融统合法）、金融与科技融合法治、知

识产权和信息科技融合研究等课题开展

合作研究，并推动了韩国檀国大学、中

央大学法学院、韩京大学法学院与我校

法学院建立姊妹关系。

董新义老师与韩国大法院、大检察

厅、国家法制处、韩国驻中国大使馆、

韩国知识产权研究院等多个单位就中韩

两国法律和法学研究情况进行密切交流，

推动两国法律法学共同进步。他还多次

参加中国（包括台湾地区）、日本、韩

国共同举办的民法、金融科技法治、知

识产权法制学术交流，宣传自己的观点。

通过学术交流这种“民间外交”，为推

动中日韩三国友好交往和两岸友好关系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不忘初心   逐梦前行

江山代有才人出，随着中财大法学

院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备，中财

大法学院青年教师们不断脱颖而出。这

在令董新义老师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使

他深感岁月荏苒、光阴如梭。他深刻地

认识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唯

有不断学习，不断探索，才能永立学科

前沿不倒；征途漫漫，唯有中财大良好

的环境才能使他不为浮云遮望眼。董老

师在中财大奋斗的十年，离不开学校和

法学院同事们的鼓励、鞭策和支持，他

始终心存感恩，这也是他在中财大坚定

走向第二个十年的动力和源泉。

中财大和谐团结的工作氛围、高水

平的研究氛围、宽广的国际化研究视野、

群星璀璨的师资环境，都让董新义老师

获得奋斗的动力。他与中财大的许多老

师都是好友，他们一起探讨学术，也切

磋球技。这十年，是董新义老师个人成

长最快的十年，也是中财大、法学院快

速发展的十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

境也创造人”。董新义老师如是说。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未来数十年，

我力争从以下几个方面修身养性。

一是“爱”，要以“爱”作为前提，

热爱生活和教师工作，将工作当成自身

的兴趣爱好培养；关爱每一个学生，多

元化看待学生，培养学生多方面素质。

二是“精”，用心钻研，也能善于反思，

精进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三是“技”，花心思打造精品课程，

花时间锤炼教学“艺术”，将最好的知识、

最优质高效地传授给学生和社会大众。

四是“新”，与时俱进，紧盯国际

前沿，根据社会和时代发展，不断创新

自己的学术研究，更新教学方法和服务

国家社会的本领。

（教师工作部）

无 愧 这 个 伟 大 的 时 代
——法学院董新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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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见
茉 莉 花

花，又开了

清香洁白

绿茵草地上的白衣少女

静静地坐在那里

笑着，听着

睡在记忆里的花

好像醒了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芬芳美丽满枝桠……”

恰逢暖春，氤氲浅香

夕阳度色，风推细枝

我再三确认了它的味道

还是没有答案：

是你吗？

那是记忆里的香

骑着晃悠的自行车

笑声从田埂传到村口的大槐树

太阳落山是看不见的

奶奶的喊声是听不到的

桌子上的作业是学不进的

夜晚的萤火虫是抓不住的

嗅着久违的清香

想起了梦中的诗

行也不至坐思君

唤与茉莉一壶倾

夕阳早就落山了

梦早就醒了

人应该早就释怀了

茉莉没有说话

好像睡着了

（文/法学院 谢东升）

追寻记忆里的春天

惊喜

在我的家乡

一个滨海的城市

春天并没有那么明显地到来

但有一天清晨

刚下了一夜清冷的雨

走在湿漉漉的景观道上

我一转头

鼻尖掠过一丝幽香

如玉般温润的花瓣一串雨滴

滑落到新抽的嫩叶上

天地安静下来

那抹幽香

从此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文/统计与数学学院  2021级数学与应用数学  肖睿琦）

自从我上大学后，妈妈总是在周末给我来电

话，跟我说家乡的天气呀、小狗呀⋯⋯家乡开春

晚，北平城里玉兰花初开的时候，家乡还要刮好

一阵子的凉风。记得小时候，等到有草芽从姥姥

家的大理石路的砖缝里长出来的时候，就说明地

解冻了，姥姥用铁匙挖起一块泥土，觉得合适了

就可以种玉米了。

那会儿可以晒到春天晨时最柔和的阳光，听

几声蝉鸣或者鸟叫。晨时的风也不那么黏糊，相

反会有些许清爽，姥姥起得比我早，提前呼吸到

了院子里新鲜的空气。我趴在窗前看着姥姥打扫

院子，又看着她揭起锅盖，蒸气下面藏着热腾腾

的小笼包。来一顿美味的早餐，随即开启春天的

忙碌。

姥姥从一个小铁桶里翻找出去年留的玉米种

子，又从橱柜里拿出一个喝酒的小盅，在里面放

上黄瓜种子，再盖一小块湿布，放在锅边温暖的

地方静待黄瓜种子发芽。等到长出一厘米的嫩芽，

便把它放进挖好的小坑里，再盖上一层湿润的松

土，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大地和天空。

姥姥还会种一些南瓜，种西红柿，种豆角，

她说春天就该干这些，把每一粒种子踏实地种进

泥土里，才会有果实长出来。姥姥没读过书，说

的话却别有一番哲理。我就跟在她后面，听她嘴

里絮叨着些什么，好像是说给大地听的，又好像

是说给我听的。我跟在姥姥后面走，经常把姥姥

松过的土踩实，姥姥总是哭笑不得，只得转身再

松一遍。我记得那时我最能干的就是提水，去井

记忆里的春，是美得热烈的。

“野店桃花红粉姿，陌头杨柳绿烟丝”，

从粉红到嫣红，纷繁的桃花在春日的晨光中开

得格外喧闹，密密层层，宛如一片朝

霞；“绰约新妆玉有辉，素娥千队雪

成围”，微风中，无叶无绿，朵朵玉

兰花圣洁的绽放在斜枝上，那白的有

些温婉的花瓣，散发出萦萦的幽香，

摇曳着它们的身姿；“似有浓妆出绛

纱，行光一道映朝霞”，灿若云霞的

山茶花意气风发，在阳光的照耀下，

仿佛有一种新的生命在颤动⋯⋯

记忆里的春，是极富有生命力的：

冰封的河水开始融化、流动，光秃的

山坡开始有草苗探出头，寂静的山谷

开始传来小鸟的欢啼，紧裹棉袄的人

们开始愿意出门锻炼、寻春，灰冷色

调的世界开始因为春天的到来变成暖

色调：绿莹莹的柳条、姹紫嫣红的花

朵、湖蓝色的天空⋯⋯春意弥漫，万

物复苏。

我喜欢春天，喜欢春天的热烈，

喜欢春天的活力，更喜欢记忆里春日

的小时候。

没离开家乡前，我会在每年初春和家人一

起出去野餐。坐在绿茵茵的草坪上，呼吸着混

有泥草味的清风的气味，耳边是潺潺的流水声。

草坪上是刚长出来的小苗，虽有些扎人，但坐

在上面会感觉自己和自然融为了一体，有一种

独特的心安感。我会和家人畅聊，会和他们分

享我近日的快乐，会和他们述说我的心里话，

他们会安静倾听、细细解答，就好像初春的小

后来，村里建起了蔬菜大棚，想吃什么提个

菜篮子出去买就行了，可姥姥坚持要自己种，儿

女们不忍姥姥佝偻着身体去松土，她不听，“大

棚里的那些都喷药的哩，吃点儿健康的。”姥姥

总是想给儿女们她认为最好的，不管什么时候。

后来我上了初中，读了高中，又去了很远的

地方上大学，再也不能在播种时节和姥姥一起抛

下那春天的种子，也许我一直拿着那颗种子，姥

姥早就把它种在我心里了吧。

身在他乡，我想把儿时的春天化作梦的素材，

再回去看看那满院子的绿色，看看那时的姥姥和

春天的一草一木。

（文/商学院 2022级法学 张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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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打一桶水上来，一口气儿不喘就能提到姥姥家，

然后给那些春天的生命浇上水。

有时候也会赶上下大雨，前一天刚刚种进土

里的小苗儿就会被大雨连根拔起，我记得姥姥拿

着泡沫塑料板出去抢救，可是小苗儿还是会被冲

起来。第二天一早，姥姥就去重新种，“咱家这

地啊，可肥了，种啥长啥，这大雨下个一两次没

啥，还来得及再种，春天长着嘞⋯⋯”。不管有

多少次种植失败或者老天爷不下雨，姥姥总有法

子让它们长大结果，夏天的时候黄瓜就成熟了，

摘一条下来炒一个小菜，那么多黄瓜，我和姥姥

指定是吃不完的，邻居们家里也都种着。于是姥

姥给舅舅打电话，给姨姨打电话，“回村里来拿

点儿黄瓜柿子呀”，最后儿女们手里都有了姥姥

种的纯天然绿色蔬菜。南瓜成熟的时候，摘下来

切成块熬个粥，姥姥故意让一些南瓜长得老一些，

这样就可以留着明年当种子。豆角成熟了就晒干，

又是春天对冬天的馈赠⋯⋯

我和姥姥也会一起去地里种谷子，种的时候

我装了一兜的向日葵，可能是在谷子地里散落了

几颗，我们俩再去地里看的时候，竟然在中间长

了一株向日葵。姥姥笑着说：“这样以后远远地

就能看见这是我们家的地啦！”

鸟在山谷里撒欢啼叫，而河水会潺潺地流淌，

静静的听着鸟儿的述说。我们就像朋友一般，

没有因为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就会有疏远，因

此，初春的草坪和流水见证了我拥有的

亲情和我曾经梦一般的十八年。

再 追 溯 到 更 早 的 时 候， 大 概 是 我

五六岁。我跟随父母来到外婆的老家，

整齐的梯田、金黄的油菜花田⋯⋯外婆

家的小房子坐落在一片竹林旁边，面朝

一大片梯田，在那里我作为小孩子的好

奇心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满足。长角的

竹 节 虫、 透 明 翅 膀 的 蝴 蝶、 绿 色 的 蚱

蜢⋯⋯第一次跟着外公下田去帮忙，背

着为我“定制”的小竹篓，外公在田里

干活，我便独自蹲坐在田坎边，望着，

时不时被蜻蜓吸住了神，又背着竹篓蹦

去捉蜻蜓，捉不到蜻蜓没关系，脚下一

滑摔了个大筋斗也没关系，穿着被泥巴

糊满的衣裳回家也没关系，外婆会笑着

让我把衣服换下来，会摸着我的头问我

有没有看清蜻蜓是什么颜色，会从灶上

端出一盘才做好的清明团子给我吃⋯⋯

外婆和外公是慈祥温和的，温暖的春日

承载了我记忆里不可抹去的童年时光。

又到新一年的春了，我会在北京的春日里

留下怎样的回忆呢？是永远都看不腻的风景，

还是跟家人隔着手机屏幕的嘘寒问暖，或是能

在这个春日里邂逅那个他⋯⋯记忆里的旧春美

得模糊却又让人温暖得清晰，只愿同记忆里的

旧春一样，我们未来度过的每个春天都美的热

烈、爱的自由、充满活力。

（ 文/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22级金融风险 谭珂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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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 财政税务学院 王策勋  摄影 / 经济学院 张文曜）

（摄影 / 财新社 吴宇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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