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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七十载，弦歌不辍奏华章。2019年9月25日，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迎来70周年华诞！在此，谨向长期以来
关心、支持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和海内外
广大校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七十载筚路蓝缕，勇承国运。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历史
悠久、底蕴深厚，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其前身为1946 年4月
从华北联合大学分离建校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干部学校。
1949年初，学校迁至天津，更名为华北职工干部学校；1949年
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学校改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
校。学校有力支撑了工会干部教育培训事业，与当时的中共
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并称为党的三大干部学校。1984年
9月，学校改制更名为中国工运学院，逐步发展成为特色鲜明
的成人高等院校，1992年被原国家教委授予“全国成人高等
教育先进学校”光荣称号。2003年5月，学校改制升格为中
国劳动关系学院。2012年，学校正式启动MPA公共管理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工作，目前有劳动关系、工会
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管理四个专业方向。2017
年 7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共同印发《中华全国总工
会、教育部关于共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意见》，学校发展迈
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七十载春华秋实，初心不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是中
华全国总工会直属的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坚持弘扬劳动特
色、工会特色、工运特色，坚定不移地服务全总工作大局。
学校以研究劳动科学、培育劳动英才、弘扬劳动精神为神圣
职责，着力打造我国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工
会干部培训的最高学府、劳动关系和工会领域研究的高端
智库。学校充分发挥在劳动领域学科高度集聚、高度相关
的学术生态共生优势，打造“劳动+”“工会+”学科群，朝着

“特精尖”行业特色一流高校的建设目标稳步迈进。
七十载立德守正，崇劳创新。自1992年起，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坚持举办劳模本科教育27年，先后有600多位劳动模
范、大国工匠在这里研修深造。201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
夕，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给学校劳模本科班学员回信，高度褒
奖了劳动模范作出的突出贡献，充分肯定了学校劳模学历教
育的育人成效。当前，全校师生员工正在积极推进“学回信
精神、迎七十校庆、创特色一流”行动计划，深入推进“十三
五”发展规划，坚持育人为本、服务导向，走“质量立校、特色
兴校、人才强校”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按照“政治素质过硬、劳
动情怀深厚、专业功底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四维人才培养
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为在2029年建校80周年之际，把学校建成劳动关系和工
会领域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而努力奋斗！

以庆聚力，薪火相传；回首往昔，展望未来。70周年校
庆将是学校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全体师生校友汇聚
光荣与梦想的盛事之典，更是凝聚发展力量、深化教育改
革、谱写时代新篇的崭新起点。我们将在“劳动的名义”校
庆主题的指引下，围绕“学术的校庆”“文化的校庆”“劳动的
校庆”“师生校友的校庆”四条主线，重温发展历程，挖掘文
化底蕴，彰显办学成就，弘扬劳动精神，增进校友厚谊，续写
发展新篇。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将 70 周年校庆活动周时间定为
2019年10月12日—18日。校庆周期间，学校将举办一系列
学术论坛、历史陈展、文艺汇演。具体活动安排及更新，详
见校庆专题网站（http://www.culr.edu.cn/70/）及学校官网、
官微、官博。

在此，我们诚挚邀请各界宾朋拨冗莅临，共商劳动精神
之培养、共话劳动教育之发展、共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之华
诞；热切期盼海内外校友重返母校，相聚玉渊潭边、增光路
上，共襄盛典，绸缪事业，共展宏图！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校友专线：010-88561833
电子邮箱：dzb@culr.edu.cn
传 真：010-68411465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45号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2019年9月25日

中 国 劳 动 关 系 学 院 校 庆 公 告
（第五号）（第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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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丈量改革发展的，可以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

楼大厦、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一个个震惊世界

的伟大工程，也可以是身边一座座小小的厕所。小厕

所，大民生，这样的标尺，并不因它的渺小而显得微不足

道，而恰恰是它的细微，让百姓眼中恢宏的时代变化愈

发真切。

我的家乡是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庄。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走进校门，最棘手的便是下课的“方便”问

题：因为经济困难，学校一时没有修建厕所。下课如

厕，要到校门口对面的小树林里解决，小树林内有一

座小土丘，女生在西侧，男生在东侧。对我们这群调

皮的男生来说，没有太多的忌讳，然而对女生而言，

实在有些难为情。

一个多月后，终于用玉米秸搭起了两处占地约两

平方米的简易厕所，屋顶用枯枝遮挡，配陶制尿罐一

个，大家排成长队，轮流如厕——彼时的厕所，是真正

的茅房。为了节省时间，往往在老师宣布下课的一瞬

间，男生就“哗”地一下冲向厕所。虽说依然不太方

便，但毕竟结束了学校无厕所的历史，算得上是一个

不小的进步。然而，每历经一场风雨，厕所就需要修

缮一番，如果不幸遭遇一场大暴雨，必定面目全非，所

有的同学又只得回到小树林，等待厕所重新翻盖后恢

复使用。

一年后，这间茅房终于结束了自己光荣的使

命。村里掏钱找来了泥瓦匠，用砖头水泥垒起一座

新厕所，门口的“男”“女”标识很是醒目，水泥地面亮

堂堂的，红瓦屋顶映着蓝天白云，学生们终于有了一

个不惧风雨、干净舒适的如厕之地。

厕所的改变只是“冰山一角”。与此同时，新的

校园有了阅览室，隔着明亮的窗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本本鲜艳的书摆在书

架上，散发着知识的芬芳。村子里的老房子一座座地倒下，新瓦房一排排地建

起，村民们裤兜里的腰包鼓了，身上的衣服好看了，脸上的笑容也绽放开来了。

关于厕所的变革并没有止步。记得在我大学毕业之时，家乡青砖红瓦

的教室与时代挥手告别，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附近几个村的孩子走进新

的校园，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这所学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最美的地

方。此时的厕所，不仅告别了过去无法用水冲洗、只能通过人工定期清理的

“旱厕”，而且搬进了教学楼，蓝色的小男孩形象代表男厕，红色的小女孩形

象代表女厕，白闪闪的地板砖取代了过去的水泥地，自动冲洗的便池时刻保

持洁净，苍蝇与蛆虫不见了踪影。这样的厕所被赋予了新的名字——“卫生

间”。

人们总是期待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改变是没有止境的。当我们昂首阔步

进入新时代，乡村厕所的新时代“革命”也奔袭而来——从单纯地追求实用、干

净，走向美观、环保。或古朴婉约，或潮流时尚，体触出水、智能节水化冲厕、无

障碍便位、空调等现代设施一应俱全，无臭气、无蚊蝇、无污染——这样的厕所

甚至出现在了许多乡村。

曾有历史学家说，人类的文明，是从建造第一座厕所开始的。在一个国家、

一座城市、一个乡村的文明发展史中，厕所藏在暗处，却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数千年以来，厕所一直是污秽之地，而今，

新时代的“厕所革命”让这种观念像书页一

样被翻过，成为历史。厕所第一次大方地

站在了文明的前沿。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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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今

年以来，出版界把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作为贯穿全年工作的主

线，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

梦宣传教育结合起来，与加强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宣传教

育结合起来，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紧密联系

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

大实践，精心抓好重点选题出版工

作，推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可读

性俱佳的精品力作，受到读者关注

和喜爱，唱响了礼赞新中国、奋斗

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这 些 精 品 力 作 具 有 以 下 特

点：

主题鲜明突出。这些出版物

坚持价值引领、聚焦思想主题，系

统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充分展示共

和国 70 年来的光辉成就、伟大历

程和宝贵经验，生动反映党的十

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和成就，

深入阐述新中国 70 年就是一部

党带领人民的奋斗史、创业史、发

展史。《新中国发展面对面》是“理

论热点面对面”系列的最新读本，

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

与国际的结合上，对新中国 70 年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经济奇

迹是如何创造的、中国道路为什

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未来为什么前景可期等 12 个重

大问题作出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阐

释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简 史

（1949－2019）》（中英文版）突出

体现了新中国发展历程中取得的

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积累的宝

贵经验，具有鲜明的国史特色。

《辉煌 70 年——新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1949－2019）》是一部

综合性统计资料书籍，从统计视

角勾勒经济腾飞之势，展现社会

和谐之韵，描绘人民生活之美。

《新中国极简史：1949－2019 的年

度故事》以编年体为形式，以年份

主题词为着眼点，以讲故事、述历

史为叙述方式，全景式描绘新中

国 70 年的伟大历程。《新中国砥

砺奋进的七十年》（手绘插图本）

共用 100 多幅图画，通过图文并

茂的形式展现新中国 70 年来的

重 大 事 件 和 砥 砺 奋 进 的 壮 阔 历

程。《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

实践》通过细致刻画新中国历史

上“大事件”中的“小细节”，深刻

揭 示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带 领 人 民 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成功密码。《新中国农业发展 70

年》以新中国农业发展与改革历

程为主线，梳理“三农”发展脉络，

反映农业发展成果与改革全貌，

描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布

局和壮丽前景，展望农业科学技

术发展的未来趋势。《中国科技发

展 70 年：1949－2019》详细记述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事业

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从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开启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新征程的历史进程。《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丛书 1949－

2019》共六卷，分为政治史、经济

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史以及

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新中

国史研究领域一套厚重的专史著

作，具有较强创新性。《大国新征

程：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着

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

阐释了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

强国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并

从发展理念、重大任务、主攻方

向、科学布局、改革重点等方面对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分

析，清晰勾画了一幅新时代经济

强国的实现路径。

内 容 丰 富 生 动 。 这 些 出 版

物以事实说话、以数据说话、以

典型说话、以百姓获得感说话，

用小切口折射大主题、小故事反

映 大 时 代 ，讲 好 中 国 共 产 党 故

事、讲好新中国故事、讲好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讲好

普通人、普通家庭与共和国同成

长、共命运的故事，做到见人见

事、见思想精神。由原德国统一

社会党总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

员 会 主 席 埃 贡·克 伦 茨 撰 写 的

《我看中国新时代》，以深度的思

考、独特的视角、生动的语言，介

绍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十 九 大 和 新 时

代中国发展蓝图，展示了当代中

国发展进步的画卷，为世界“读

懂 中 国 ”打 开 了 一 扇 明 亮 的 窗

户。《如何看中国》以小丛书的形

式，邀请各领域专家，用通俗易

懂的故事和语言，向海内外读者

表达中国的观点立场，用鲜活的

事 例 和 客 观 数 据 说 明 中 国 的 世

界贡献，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

了解。《对话中国》邀请中外知名

学 者 围 绕 中 国 发 展 主 题 进 行 探

讨和交流，从不同视角向国内外

读 者 介 绍 中 国 的 发 展 理 念 和 经

验，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的辉煌成就。《印记·征程——我

们这 70 年》将地图、文字、图片和

数据有机结合，多角度、全方位

地 展 现 了 新 中 国 一 步 步 走 向 富

强的历史和成就。《账本里的中

国》通 过 一 个 个 真 实 的 账 本 故

事，折射新中国 70 年大变革大发

展，讲述新中国 70 年来的账本经

济史。《70 年邮票看中国》共收录

新中国邮票 2000 余枚，在方寸之

间展现我国经济、政治、科技、文

化等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创

新报国 70 年”大型报告文学丛书

讲 述 中 国 科 学 家 在 科 学 攀 登 过

程中竭蹶奋斗、开拓奉献的感人

故事，礼赞新中国重大科技发展

成就，弘扬科学家科技报国的高

尚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

形 式 灵 活 多 样 。 这 些 出 版

物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注什么、

喜欢什么、期盼什么，多层次、立

体化、分众化地开发选题，既有

图书，又有音像制品；既有学术

作品，又有长篇小说、报告文学；

既有面向一般读者的大众读物，

又有面向青少年的少儿读物，让

丰 富 的 内 容 通 过 丰 富 的 载 体 得

到 丰 富 的 呈 现 。 大 型 画 册《中

国》在开本和版式上均仿照 1959

年版《中国》，收录 500 多幅精美

的摄影作品，以艺术作品的感性

力量呈现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精

神气质和实践经验。《一条大河

波浪宽：1949－2019 中国治淮全

纪实》以翔实丰富的历史资料、

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精彩曲折

的故事情节，再现了新中国治理

淮河的历史画卷，歌颂了中华儿

女 不 屈 不 挠 的 改 革 意 识 和 改 天

换地的奋斗精神。“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集中梳

理和展示了新中国 70 年来的重

点长篇小说，反映了新中国改革

发展光辉历程，反映了新中国 70

年文学的重大成就，反映了在广

大 人 民 群 众 中 产 生 广 泛 影 响 的

文学记忆。《乡村国是》《心无百

姓 莫 为 官 —— 精 准 脱 贫 的 下 姜

模式》《海边春秋》《经山海》《战

国 红》等 一 批 现 实 主 义 文 学 作

品，聚焦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反映百姓心声，弘扬中国

力量，有思想、有温度、有故事，

展 现 了 伟 大 的 时 代 精 神 和 风

貌。《星火燎原》精选本从 2009 年

出版的《星火燎原全集》中精选

部分文章，按照铁心向党、信念

如磐、骁勇善战、创新制胜、作风

优良、鱼水情深 6 个方面重新编

排，用壮怀激烈、惊天动地的革

命故事，生动阐释革命先辈坚定

的理想信念、崇高的革命精神和

优良的作风纪律，系统呈现我党

我军的“红色家谱”。为方便读

者研读，该书为每篇文章编配了

导 读 ，补 充 完 善 了 部 分 作 者 信

息，增加了一些新发现的档案资

料、历史遗迹等图片，配套制作

了 一 系 列 融 媒 体 产 品 。 读 者 在

阅读纸质书的同时，可以通过扫

描 二 维 码 倾 听 原 文 、观 看 微 视

频 ，欣 赏 沙 画 、动 漫 ，体 验 H5、

AR，全 方 位 品 读 这 部 红 色 经

典。《中华人物故事汇》分“中华

先 锋 ”“ 中 华 先 烈 ”“ 中 华 先 贤 ”

“中华传奇人物”系列，分辑分类

介 绍 中 华 民 族 杰 出 人 物 的 光 辉

事迹、伟大思想、崇高精神、可贵

品质，引导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

年 把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融 入

学习生活中，传承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

在出版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出版物的同时，全国百

家书城还开展了主题出版物集中

展示展销活动，组织了形式多样

的推广活动，通过出版物把全社

会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

情焕发出来，把广大人民群众共

创 美 好 生 活 的 强 大 力 量 调 动 起

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营

造浓厚氛围。

一批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重点主题出版物推出
一批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重点主题出版物推出



本报上海 9 月 24 日电（记者颜维
琦、曹继军）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日

前揭晓获奖名单。王文娟、何占豪、陈

少 云 、周 慧 珺 、黄 宗 英 获“ 终 身 成 就

奖”，辛丽丽、张静娴、陈燮阳、茅善玉、

韩天衡获“杰出贡献奖”。

上海文学艺术奖是上海文学艺

术界的最高奖，旨在表彰和奖励为促

进和繁荣上海文学艺术事业作出突

出贡献的个人和作品。首届评奖于

1991 年 4 月 揭 晓 ，此 后 分 别 于 1993

年、1995 年、1998 年、2002 年、2014 年

成 功 举 办 ，自 2014 年 第 六 届 重 新 启

动后，确定为每五年举办一次。奖项

参 评 范 围 为 文 学 、影 视 、戏 剧（含 戏

曲、杂 技、魔 术 等）、音 乐 舞 蹈、美 术

（含书法、雕塑等）五大艺术门类。其

中，“终身成就奖”授予为上海乃至全

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享有

崇高声誉的文学艺术大家。“杰出贡

献奖”的获得者，则为在上海乃至全

国文化艺术领域获得杰出成就的艺

术家。

着眼上海文艺长远的繁荣发展，

2014 年底，上海市委宣传部在启动第

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选的同时，推

出 第 一 届“ 上 海 青 年 文 艺 家 培 养 计

划”。今年，丁阳、王占黑等 30 人入

选 新 一 届“ 上 海 青 年 文 艺 家 培 养 计

划”。入选者中，年龄最小的出生于

1996 年。上海文学艺术奖从奖项设

计到后续培养，彰显其引领性、标杆

性 ，同 时 兼 顾 青 年 人 才 的 培 养 和 孵

化，不断壮大上海文艺人才队伍。

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选活动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报业集

团、上海广播电视台、解放日报社、文

汇报社、新民晚报社、东方网承办，将

于 10 月 16 日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颁奖

典礼。

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揭晓

快 闪 迎 国 庆 9 月

22 日 ，为 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年，河北省廊坊

市举行“我和我的祖国”

快 闪 活 动 ，表 达 对 伟 大

祖国的祝福和对美好生

活的憧憬。图为两名小

学 生 在 领 唱 歌 曲《我 和

我的祖国》。

贾珺摄/光明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