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社 会 科 学 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学术顾问

　　余谋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易杰雄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林德宏　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吴潜涛　清华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刘西琳　郑州轻工业学院教授
　　韩庆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博士生导师

　　蔡继明　清华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汪信砚　武汉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编委会成员

　　主 任 委 员：俞海洛
　　副主任委员：马　英　张晓根　张志坚　李世瑛　张福平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英　朱　　刘　珂　刘春兵　行红芳　李向东　
李世瑛　李燕华　陈文凯　张　梅　张志坚　张福平　
张晓根　杜红亮　周广亮　闻　英　郭新生　俞海洛　
贾菁菁　曹　阳　魏　华



社 会 科 学 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双月刊　２０００年创刊　第２０卷第１期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５日出版

目次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
１ 薛庆超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ｔｕｒｎｏｆ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
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ＸＵＥＱｉｎｇｃｈａｏ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取得的主要经验。当前，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重

要节点上，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立潮

头的历史创造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韬光养晦、发展自己的国际战略，始

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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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观念，以及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

家结合自身历史、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等条件进行的实践探索、形成的

各种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对促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有如下启示：一是提高

农业、农村、农民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从根本上改变农业产业效益低下

和农村落后于城市的状况；二是统筹城乡整体规划，使农村以自己独有的

方式融入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三是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让一定范

围内的郊区居民享受到由城市居民带来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同时二者在

文化观念上也可以互补；四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在公共基

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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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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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区现存的民居建筑遗产在建筑式样、分布特点，以及与环境结合等

方面鲜明地反映着其独特的时代、地理、社会环境特征，是黄土高原向东

南平原过渡地区珍贵的历史见证和实物资料，是郑州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然而，在当下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民居保护与开发利

用的现实并不乐观。要做好郑州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一应让社会各层面真正认识到传统民居是不可再生、有地域特色的文化

景观和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二应深化科学研究，发掘民居建筑文

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加强各区域间、对象间的比较研究，探索各自独特的

保护发展策略，避免出现同质化现象；三应探索新的城镇体系与居民生活

方式，制定适宜的保护策略；四应遵循客观规律，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地区

的成功经验；五应建立相应的政府管理机构和民间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

共同参与民居的保护工作，探索多方力量参与保护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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