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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朝实社一样，北京科技大学的求是学会的命名也具有时代特征，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1992年6
月，北京科技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学生理论社团--马列主义研究会。1995年12月，为拓展理论学习阵地
，学校党委决定将马列主义研究会改组为求是学会。学会在校党委、团委的领导下，致力于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学习和实践。求是学会以“探
索人生、探索社会”为主旨，全心全意为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服务。学会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壮大，现
拥有宣讲团、研究室、新闻中心、网络中心等15个部室、9个分会、286个求是小组、4100余名会员的
校内最大的学生组织。学会已经成为党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青年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助手
，是全校青年学生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阵地。在求是精神的指导下，学会探索出了一条有自
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之路。　　一些没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命名的红色社团，比较多的是在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中国人民大学
的“博士生论坛”成立时间是1996年年底，基本定位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前社会发展热
点问题的深入探讨，扩大博士生的知识面，提高博士生的理论水平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成
员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相关专业的博士生为主体，同时也有校内外的研究生
和教师。　　北京师范大学的新时期党建思想研究会，是由研究生会和法政所研究生党支部发起成立
的，其前身是成立于1995年3月的求索学社。这是全国高校唯一的一个以在校学生为主体，以研究新形
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为主题的理论社团，曾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理论社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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