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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学院的最大资源是学员资源。
这决非一句对学员们讲的客套话，而是有其实实在在的内容。
首先，丰厚资源取决于学员的专家型特点。
社会主义学院的学员绝大多数是社会各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博导不在少数，两院院士、长江特
聘学者也时而有之。
他们之所以成为党外代表人士，概因其在各个专业领域的突出成就使然。
坦率地说，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师和学员不存在学识上的孰长孰短的问题，所不同的仅仅是专业领域的
差异，学员中来自社科界的较少而己。
其次，充沛资源来自于学员的丰富参政议政经验。
社会主义学院的学员绝大多数是各级人大的代表或各级政协的委员，不少学员还在各级政府和司法机
关担任实职。
他们在参政议政乃至从政方面都有大量的实践经验。
坦率地说，如何参政议政或者当好领导干部，教师所知甚少，而学员却具有天然优势，自然也就拥有
发言权。
面对这样充裕的资源，如不注意开发利用，实在是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从这个意义上说，赏撰写论文是发挥赏优势、发掘学员资源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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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颇具新意的政治理念，是改革开放以来高层提出的诸多大的政治
概念中少有的在逻辑上既无大的漏洞、又不陷入形式主义流俗的一个——人们对种种形式主义的宣传
早已厌倦和麻木。
它所表露的政治诉求是值得尊重和珍视的，它在思想上所展示的开放心态和崇高理想同样令人赞赏。
而民众旁观政治家们的，不仅包括他们形成并固守了什么样的政治理念，而且还包括他们在操作层面
上将什么样的政治方略摆在优先贯彻的位置。
作为标志，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和思路可谓万千气象初露。
　　这一政治理念指向的是一种国家哲学。
无论高层有无明言，“和谐社会”的理念都是对数十年来盛行的斗争哲学的反拨。
斗争哲学在记忆犹新的过去，给国人带来的深重灾难有目共睹。
它沿袭了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敌对思维，偏好和惯性造就了怀疑一切、处处树敌的阴暗心态，将执政
党十分丰富的政治资源，粗暴地简约为一种冰冷的强力资源，也似乎无意汲取旧时“仁义不施而攻守
之势异也”的教训。
当社会完全进人建设、发展和安居乐业的时代后，这种敌对思维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犹如一具古旧
、僵化、冷血的怪兽，它总是给那些不清醒的政治人物背负上沉重的历史包袱。
如今，在官方有关“和谐社会”的表述中，没有出现那种惯用的“将不安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的
政治用语。
这是十分清醒和务实的选择。
苏联崩溃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那套“杀一儆百”的韬略显然是行不通的，它与
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人道、文明和法治之大势相背离，必将遭到社会大众的唾弃。
滥施镇压，极易使得政治家和一代人由极左转入极右，以致社会陷人普遍剧烈振荡之中。
2003年秋发生在西安的反日风潮，也证明了“扼杀在摇篮中”的治国理念的局限性和难以操作。
所以，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是对往日教训的正确反省和对时代发展的主动承接，是“与
时俱进”政治品质的典型表现。
它对斗争哲学的矫正和替代具有历史必然性，当然也反映了执政党的政治果决和利益需求。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体认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社会的不断分化与重组，接纳社会中不同的
利益群体及其不同的利益诉求，重视解决日益显现的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等问题，正确处理好人民内
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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