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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出版社和报刊社举办领导干部读书系列活动

闫宏伟

2013-10-16 10:28:00   来源：中央党校网2013-10-15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加强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一系列讲话精神，中央党校出版社和中央党校报刊社联合中央党校

进修部、培训部、图书馆以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等单位开展领导干部读书系列活动，以促进领导干部读书学习,

引领全民阅读风气。 

  9月28日，领导干部读书活动座谈会在中央党校出版社举行，标志领导干部读书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中央党校教育长赵长茂

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单位有关部门领导以及

中央党校学员代表在座谈会上畅谈了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必要性和促进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意见建议。 

  领导干部需要读书，这是与会代表的共识。赵长茂教育长指出，读书对领导干部来说是一种责任，是领导干部解决本领恐慌

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专门强调领导干部要爱读书、善读书和读好书，中央党校是高中级干部培训、轮

训的主渠道，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有责任落实习总书记的要求，推动领导干部多读书、读好书；读书对

领导干部来说是一种修炼，读书使人归于宁静，使生活变得从容，使心灵得到净化。领导干部通过读书可以和历史对话，与哲人

交流，增加智慧，提高自身素质和领导能力；读书对领导干部来说也是一种境界，通过读书获得知识，可以明理，借以认识自己

的不足，明确努力的方向，正确评价自己。出版社和报刊社提出的这个活动的创意很好，对于推动领导干部多读书、读好书非常

必要。 

  大家还谈到，现在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以“50后”为主，地厅级领导干部以“60后”为主，这两个年龄段的干部，其大学和中

小学教育，或多或少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知识结构整体先天不足，更加需要读书学习。大家认为，领导干部读书的好处至

少有三条。一是提高领导干部自身修养。“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和不读书，外表和内在都差异较大。二是胜任现代领导工作

的要求。随着形势的发展，领导干部如果不读书学习，没有真才实学，就难以胜任现代领导活动。三是推动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

社会建设。中国本来是一个有着悠久阅读传统的国家，但现在的中国人似乎有些不耐烦坐下来安静地读书。据调查，扣除教科书

因素，我国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不到一本。落后于许多国家。一个不读书的民族前途堪忧。因此，这就需要加紧建设学习型社会，

建设学习型社会，首先需要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型政党，首先需要领导干部带头读书学习。 

  中央党校出版社和报刊社举办的领导干部读书系列活动主要包括三项内容： 

  一是“我与一本书”征文活动。该征文活动面向全国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征文内容主要是：一本书对自己的重要影响（包括

对自己的成长、工作、处世、价值观、人生观的影响）；读一本书的独特体会、感悟；对一本书的生动解读；与一本书的不解之

缘；写一本书的酸甜苦辣，等等。 

  二是“领导干部必读书”推荐活动。在领导干部和读者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由全国著名专家学者经过充分酝酿评选，向领导

干部推荐必读书和适合领导干部阅读的“年度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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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三是领导干部读书沙龙。结合专家推荐的图书，就某一主题开展讨论，邀请党校学员、教员和其他领导干部参加，邀请校内

外知名专家主讲。 

  中央党校出版社和报刊社准备将领导干部读书系列活动长期办下去，孜孜以求地推进领导干部读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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