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论坛 

关于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几点思考 
◆李亚丽 

(木垒县委党校  新疆木垒  831900) 

 
摘要：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多样性与

多元化的关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正确处理

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的关系，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正
确处理意识形态建设与管理的关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管理权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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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承担着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引领社会思潮的重要使命，而且也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政治素质和培养质量。 

一、充分认识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要性 
新疆地处祖国西部边陲，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环境，

新疆历来就是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重点。国内外敌对势力为达到
分裂祖国的目的，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在进行疯狂的暴力恐怖破
坏活动的同时，通过非暴力手段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分裂活
动。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
民族团结问题，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
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团结依
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在自治区党委八
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提出，要加
强意识形态工作，筑牢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础，要切实
筑牢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决抵御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
想渗透，始终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相互欣赏，大力发展一体多元、融合开放、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
文化，大力弘扬新疆精神，大力传播现代文化理念和行为方式，
倡导进步、开放、包容、文明、科学的理念。提倡世俗化的生活
方式，引导群众在精神和情趣上向世俗化、现代化靠近。不断丰
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二、新形势下对意识形态认识的几个误区 
首先是意识形态终结论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自由主

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不断磨合以及行为科学的兴起，“意识形态
终结论”开始在西方流行。主要代表有柯隆、希尔斯、贝尔、利
普塞特、福山等人。他们认为，一方面，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以
终极的普遍面貌出现的虚假意识，由于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西
方的社会制度和阶级矛盾逐渐趋于一致，不同政党与阶级所代表
的意识形态失去了相应的存在基础。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已
经从专制统治发展到依靠科技进行社会管理，认为意识形态已退
出政治舞台回归书房了。其判断背景主要是基于西方经济的繁荣
发展、社会矛盾的缓和、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暂时挫
折等。 

其次是意识形态虚假论 
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对意识形态虚假性进行了深刻

的批判，“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
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
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
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
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在马克思看来，
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从观念推导出来的虚假的现实，当然，其虚假
性和颠倒性不仅仅有其认识论根源，还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源。资
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从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出发的，目的在于维护
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基础也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人们按照自己
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
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意
识形态代表的是大资本家和剥削家的私利，是为其谋取更多剩余

价值的舆论工具。然而，西方许多学者误解了马克思将意识形态
理解为照相机的成像原理。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虚假性
的，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已经将其虚假性暴露无疑，特别是
在当代的国际局势下，社会多元化伴随着不同思潮的蔓延，和平
与发展成为推动世界进步的主题，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也宣告终
结。 

第三是意识形态淡化论 
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空前挫折。

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危机和困惑，面临着意
识形态的困境。世界政局的动荡同时也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分
化和瓦解。国际上出现了一批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很多
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为特定阶级服务的工具，是一种带有乌托
邦式的幻想。它的存在，只能使人们相互攻击、互相猜疑，从而
影响社会的秩序和发展，因此必须淡化意识形态，以其他方式来
替代意识形态的作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这样
说：“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在马克思极少留意到
的地方，因此，指望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具体观点在今天仍然适
用，便毫无道理了。”这种观点本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
点和基本原理僵化，忽视甚至诋毁其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与时俱
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一面。 

三、当前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启示 
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决定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要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
引领多样性的社会思潮，巩固思想基础，丰富文化内涵。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
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
体，以外来健康有益文化为补充，不断增强文化的民族性、包容
性、时代性，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这样才能
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团结不同社会
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要抓好理论阵地建设，切实增强党的
思想理论工作的说服力和战斗力。 

二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制度设计、法规
制定、文明创建和社会管理中。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三要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要求。这个要求，决定
着意识形态各方面工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向。要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站稳政治立场，切实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
个根本问题。  

四要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对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提出了新挑战，我们要深入研究把握
新媒体发展与管理、新媒体舆情演变与处置、主流舆论阵地建设
与新媒体法制等规律，巩固发展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抓好新闻
媒体阵地建设，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解决好“什么时候说”、
“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
好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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