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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在 5月 4日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缅怀马克思的

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划时代意

义，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真理力量、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

价值，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和经验启示。

两百年岁月鎏金，马克思的红色精神光芒在中华大地生根、茁

壮，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国家信仰。作为国家培育高素质人才

的高地，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精神，学校亦有荣焉，更亦有责也。

校园里，相关的主题纪念活动从 4月上旬便陆续开展，“深刻感

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谱写新时代社会主义新篇章”……

醒目而引人振奋的标语、橱窗在校园随处可见，校园网主页开设了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专题，融汇了“要闻关注”“最新动态”

“经典重温”“评论解读”等栏目，学校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各基层

党组织将研读《共产党宣言》列入到专题学习计划，“诵马克思主义

经典”“百名党员点亮中国红色地图”“主题合唱比赛”“红色课堂讲

座”等主题纪念活动渐次拉开序幕。

重温经典，走近“人间普罗米修斯”

5月 2日下午的骋望楼报告厅气氛热烈，一场名为《马克思：人

间的普罗米修斯》的讲座吸引了近200名师生参加，讲座通过还原马

克思集儿子、丈夫、父亲、战友、学者等角色于一身的平凡而伟大的

形象，带领同学们重新认识这位“最熟悉的陌生人”，共同感知榜样

的引领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召唤。来自金融学院 2016级本科生黄

欣玲在现场表示：“希望自己像马克思一样，不做书斋学问，要同新

时代一起奋进。”

就在同一天，不远处的大学生活动中心，传来诵读 《共产党宣

言》的声音，来自校关工委的退休老教师、青年教师同现场170余师

生一起用激昂的声音重温经典。这是校大学生红色教育创新平台“红

趴馆”第六期主题活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学习交流

报告会”，来自全校 20余个学院的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了

“红色梦想实践团”，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围绕“读

经典、看改革、学思想”主题，进行了一系列颇具财经特色的实践成

果展示。展示中最受热捧的节目，是由同学们改编创作的舞台剧《乔

厂长上任记》，故事以国企改革为切入点，再现了机电工业局局长乔

光朴力求改革、发展技术的故事，展现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人不畏艰

难、顽强开拓的奋斗精神。创作过程不仅融入专业知识，更将对全面

深化改革的关注和对理想信念的思索引向深入。活动的指导老师李彦

君告诉记者：“和此前的五期活动一样，通过在校内外开展理论自

学、实践访学、交流互学等丰富多样的学习实践活动，引领青年学子

们追寻着信仰和真理。”

各单位积极开展专题讲座学习。机关党委、保险学院分别开展理

论中心组和教师集中学习及党支部集中轮训，邀请我校马克思主义学

院王淼副教授带来了《共产党宣言与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的专题

讲座。讲座中，王淼从党员干部学习《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背景以及

重要意义谈起，以问题为导向，从“ 《宣言》 是一部怎样的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创作出《宣言》的”“《宣言》包含哪些内容

和基本思想”“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以及“对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现

实启示有哪些”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讲座将历史与现实相结

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史料丰富，对于广大

干部师生认识马克思、理解马克思主义、了解《共产党宣言》具有很

大的帮助。

聆听报告，深情缅怀伟人一生

5月 4日上午，学校 200余名师生代表在学院南路校区学术会堂

402报告厅集中收看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的直播，认真聆听和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同时，学校直属单位、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及其他二级单位的二十

余个党支部组织教职工和学生收听收看了大会，并在会后及时召开座

谈会，进一步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内化到自身的思想和行动中。

总书记的讲话在师生员工中迅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畅谈体会和

感受。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师生们深受鼓舞，通过广泛座谈和讨论，一

致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好的行动就是认真地研读著作，深

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社会实

践和时代特征，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时代课题，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指导学习和工作。“这是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工作者的

一场盛会，我有幸参与其中，是我的光荣。”

经济学院韩金华老师激动地表示，“我一定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并贯彻落实到教学科研中去，为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保险学院党委书记王颖表示，“作为基层党务工作者，要牢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把师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商学院党委书记葛建新教授在和学院行政教工一同观看直播后

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需要我们反复研读马克思，深入剖析

我们的初心，只有读懂马克思，才能更好地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第六党支部丁邦石说道：“我们退休党员也要

积极响应号召，发挥每一份余热。”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对于马克思主义之于中

国大学的意义，总书记在 5月 2日的北大座谈会上作了精彩论述。马

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专家黄刚副教授

说，“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

校的指导地位，始终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成长成才打下

科学思想基础，这对把‘四个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的自信具有关键意义。”这位青年学者一直在课堂上践行着总书记

的告诫，“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化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

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认识。”总书记的话语

和学者们的阐述交织在课堂，时逢马克思诞辰之际，有如醍醐般润泽

师生心田。

点赞新时代，唱响中财大最强音

5月 6日，学校举行“点赞新时代——声动中研青音盛典暨纪念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文艺晚会”。校党委副书记梁勇，副校长史建

平、孙国辉，组织部、宣传部、学工部、研工部、校团委等学校职能

部门的领导和老师们以及24个培养单位的学生和老师参加晚会。

晚会节目精彩纷呈。情景朗诵《马克思的宣言》、话剧表演《风

声》、演说《夜空中最亮的那盏灯》、节目歌曲《不忘初心》……将晚

会送上一个又一个高潮。

其中，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话剧《风声》，在晚会前的网络人气

评选中获得最高票数。饰演李宁玉的统数学院本科生王佳宁说道：

“剧中周迅最后的台词给我的触动太深了，‘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

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能参加节目的排演，重

现老一辈革命家的为信仰献身、为民族解放事业而不懈奋斗的故事，

“这是我的荣幸。”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国际歌》奏起，全体观众起立

合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一学生周艳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她的影响：“不管做什么都

能联想到它。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大家眼中的‘红专’内容，哲学原

理、经济学原理、价值观与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给我完全不同的观察

角度与思维方式。” 从本科到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成为她心中

最深的信仰。“

晚会总导演研工部董帅老师表示，晚会筹备前的半年多时间里，

这些青年研究生学子们进行了很多实践：深入走访新同学、完成“点

亮中国红色地图”活动，重温革命先辈足迹；通过朗诵、演讲讲述平

凡故事中的不凡情怀，举办红歌比赛唱响新时代中华复兴梦想……他

们用财经黄埔人的韧劲完成着一场关于青春与信仰的对话，而这场晚

会仿佛是之前所有探索的总结。

“中财大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财经类高校，培养了十余万财经

学子，整个办学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践行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

践相结合的理论。”校党委副书记梁勇高度肯定了本次活动，“只有将

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更贴近我们的师生，今天的活动

确实让马克思主义唱响了中财校园强音。”

观看影片，从平凡中窥见伟大

《青年马克思》浓缩了马克思的青年时期，即从1843年到1848年

之间动荡岁月的颠沛流离。此间，马克思从科隆辗转至巴黎、曼彻斯

特、圣安托尼、布鲁塞尔以及奥斯坦德等地，主编《莱茵报》，创办

《德法年鉴》，与燕妮结婚，与恩格斯建立革命友谊，撰写革命理论文

章，参加政治斗争，最后完成《共产党宣言》。

影片中，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充满激情地忠于共产主义信念与理

想，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马克思的大门，使得老师和同学们产生了

强烈的要了解马克思其人其思的愿望，鼓舞了同学们为真理和国家挥

洒热血的理想与气魄。

“有一种笃定的信仰得以坚守，是幸福的；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

而奋斗，是有意义的。”政府管理学院2014级本科生杨崇祺如此评价

影片给他带来的思考，“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愿意选择最能为人类

而工作的职业！”

中国经济管理研究院 2016级本科生廖玥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影片故事，动情地说道：“中

国人的近代史曲折而充满血泪，前辈的救亡图存精神不应被弃之脑

后，前辈追求人类解放的奋勇争先不应被漠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

朽，让卓越的思想永远带领我们坚定地走下去。”

研究生院贾东星认为，马克思改变了世界，也通过他卓越的思想

鼓舞了千千万万青年：“青年的马克思选择了改变世界作为自己一生

的追求，这种精神和姿态，在今天这个时代显得更为珍贵，需要我们

青年人在实践中培养，真正的做到‘有血性、有干劲’。”

商学院MBA教工党支部陈明博深深折服于马克思的人格魅力：

“马克思勤于读书、善于思考、坚持梦想、敢于批评、勇于实践、不

畏苦难。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样也需要这种为幸

福努力奋斗的精神。”

信息学院研究生张剑对平凡和伟大有了自己的体识：“影片中日

常生活的片段，展现出青年马克思平凡而真实的一面，伟人在平凡中

孕育着不平凡，经历许多困难挫折，但仍心存信念，坚定前行，最终

收获心中所想之结果，这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立志奋斗担当，不负青春韶华。缔结真挚友谊，追求纯粹爱

情。紧密联系实际，立足解决问题。融入人民群众，投身劳动实

践。”经济学院党委组织观看电影后提炼出了青年一代学习马克思的

几个要点。

马克思终其一生，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去之时都在践行着他 17岁

时在高中毕业作文中的追求：“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

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

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

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

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遭

遇贫困、病痛、危难，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挫折始终不能将他打倒。

当今世界千千万万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和追随者，在马克思诞生的200
年后用脚印去践行为真理、为共产主义、为国家兴旺而奋斗终生的诺

言。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

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5周年的讲话上这样勉励人们。我们将永远铭

记书记的嘱托，在红色道路上坚定前行！

（宣传部、新闻中心 李涓 大学生通讯社 岑柳盈根据新闻网材

料整理）

用 信 仰 的 光 辉 照 亮 人 生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