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成立

四川省高等学校学报旃究会,于 1989年 12月 6~-ˉ 8日 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同时举行首

届学术年会。80多位编辑代表全省60多 家学报和10多家学术期刊,参加了会议。副省长韩邦彦、省教委主

任卢铁城、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单基夫,知名学者刘盛纲、刘诗白和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1四川师范大

学等佼领导同志,到会祝贺并作了重要讲话。

韩邦彦副省长在讲话中要求学报在办好高校过程中发挥更多的作用。他说,高等学校不仅要出人才出

成果,而且要出谋略出思路,不仅要搞好教学科研,而且要搞好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学报是重要的学术思

想阵地,要影响和推动学校各项工作的发展,特别要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单基

夫局长说:高校学报、期刊约占全省报刊的四分之一,是一支重要的理论宣传和繁荣学术的力量。它的特

点是发展快,路子正,成绩大。主要原因是,广大编辑把握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王

作。他表示新闻出版要尽可能创造条件ρ帮助高校进一步办好学报、期刊和提高编辑水平。卢铁城同志阐

述了学报研究会成立的意义,全面评价了学报、期刊已经发挥的作用,并对今后进一步加强领导办好学报

(期刊 )提出了重要意见。他说研究会的成立,足我省高教系统调整学会和繁荣学术的一个实际步骤ρ将

推动高校学报编辑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选一步调动广大编辑工作者的积极性,为我省向国内外输送更多

更好的学术信息。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高校学报在数量上有较大发展,在质量上有较大

提高,全省有文科学报约30家 ,自 然科学学报近40家 ,高校主办的专业性刊物 10多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的许多学科,都有第一流的学术论文在我省学报发表,有的还在国外学术界得到很高评价。学报还同时发

表了不少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际的学术论文,自 然科学学报无论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

研究方面,都有一大批优秀论文发表,有的还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许多论文分别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进技步奖和省市科技进步奖,文科和自然科学学报都鼓

励和扶植了一批新秀的成长,促进了中年教师、科研入员持续开拓前进。同时,学报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一

般 都被 引进和充实了教学内容,直接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报传播的学术信息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重

视。国外一些著名大学的图书馆,都保存着我省某些大学的全套文科学报。自然科学学报的内容,被一些

权威性的文 摘 或 索 引期刊所收录或评沦,有些学报的英文文摘已进入世界上最大的科技情况检索服务公

司。上述事实说明,学报在发展科学拄术文化,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促进学术交流和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等方面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且随蓿学报的发展,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比较成熟的可以信赖的 编辑 队 伍 ,

这是进一步办好学报的可靠保证。在谈到今后学报工作时,卢铁城同志说,根据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五

中全会和江泽民同志在国庆40月 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精神,首先要振奋精神,增强信心,总结经验,全面提

高刊物质量。哲学社会科学学报要更好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研

究,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要研究改革开放提出的新的理论课题;自 然科学学报要注意贯

彻
“
面向

”
、 “

依靠
”

的方针,在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报道的同时,要重视报道开发研究的科技

信息。文科、自然科学学报都要认真贯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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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鼓励科学上不同观点和不同学派的

自由讨论和争辩。第工,各校要加强对学报工作的领导。根据国家教委有关文件精神,认真解决学报编辑

部的体制、编制、经费以及其它工作、学习条件;要象对待教师1研究人员一样,尊重、关心和爱护编辑

的劳动。第三,要充实、稳定和提高编辑队伍,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钻研编辑业务和发扬编辑的无

私奉献,艰苷奋斗,甘当无名英雄的高尚晶德,培养更多的优秀编揖。第四,要充分发挥群众学术团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