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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行庆祝社会科学学报创刊十周年茶话会

《四川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自一九七四年三月

创刊,至今年三月已历时十年。 十年来,学 报已出版了四

十期,刊 登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论文和摘要一千多篇, 约

五百六十万字,总 发行量二十五万册, 在学术界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四用二十六日下午, 学院举行了庆祝社会科学学报创

刊十月年茶话会。 出席茶话会的有院党委副书记洪宝书,

副院长易良雨、杜心华、 皮朝纲,文科各系、所、室的负

贵人和作者代表共八十佘人。

茶话会由学报副主编傅昭中主持。

副院长皮朝纲代表学院党、政领导衣示祝贺。 在讲话

申,他 肯定了我院文科学报创刊十年未, 特别是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成绩。 他认为,学报作为反映我

院师生教学、 科 研 成 果 的 重要围池, 推动了我院 文科

各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人才,并且坚

持 了四项基本原则,较妤地贯彻了有关的方针政策。 编辑

部也充分地发挥了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人手少、任务重的

情况下勤勤恳恳地工作,保证了学报烦量D 并使学报初步

具有了一定的特色。 他希望广大师生攴持和关心 学 报 工

作,为 把我院学报办得更好、更有特色而努力。

学报主编朱文显在会上对编辑部十年未的工作情况 作

了比较仝面的回顾。 他说:十年来我院学报之所以能够坚

持下*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 首先、在于学院党委和领导的

重视, 其次是广大教师的支持和校内各有关单位的协助。

对于编辑部的工作, 他着重总结了三点:一是比较注意贯

彻教育部为高校学报制定的办刊方针。 学报是以反映本校

师生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性刊物, 因此编辑部对

于校内师生具有一定学术水平或修改基础的论文, 都尽力

给子帮助和吏持;不少中青年敬师和学生的文章, 都经过

编辑部的反复研究和修改。 二是竖特走自己的路,逐步摸

索办出学报的特色。 他说,所谓特色,就是特珠 性 的 体

现。我们是四川师院, 特色首先要从这个校名中去找。为

了体现师院的特点, 我们从创刊号起就开辟了
“
中学文抖

教学和教材研究
”

一栏,受到中学教师的欢迎。鉴于目前

中学各学科的专业刊物较多, 我们已同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研究, 从今年一期开始,有计划地在中学教学的一些方向

性问题上考虑选题, 并且将组织校内外力量进一步加强对

教育理论的研究。为了办出
“
川味

”
,我们从1g80年开始,

开辟了 “巴蜀论丛”
专栏, 研究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

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受到省内外关心乡邦文献的人士的

妤评。 继续办好这一专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

坚持 了质量第一, 在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用稿原则。质量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上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利

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二是学术上要有新意,有所

发展,有所前进。 不管是谁的文章,也不管是从什么渠道

未的文章,我们都桉照以上标准进行 了认真审查, 严格把

关。 最后,他还寸t充 实编辑人 员、改菩印刷条件等问题提

出了建议。

茶话会上, 申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屈宁元就教学与

抖研的关系作了阐述, 并对进一步搞好我院文科科研,办

好学报,扩大科研园地等捉出殷切希望。 历史系党总支书

记唐士润就思想政治工作与教学科研工作的关系, 谈 了自

己的切身体会。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王世雄、 政教系教师

骆天银等在讲话中, 农示要进一步重视科研工作,以 写出

更多、更好的论文的实际行动未支特和关心学报。 附申救

师魏宗峤在讲话中建议要加强学报宣传工作。

为了度祝社会科学学报创刊十周年, 学院决定进行首

次优秀论文评奖。评选工作是从四月初开始的。 在作者自

荐和读者推荐的基础上, 由文科各系、所、室的学术委员

会对本单位师生 十-届三中仝会以来在学报所发表的文章

进行评选。 经院学术委员会审查遢过,共有五十五篇论文

获奖。会上, 院领导向获得优秀论文奖的六十三位作者颁

发了优秀论文证书并赠送 了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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