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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社规办〔2024〕1 号

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商丘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商丘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24 年度课题指南在广泛

征集、认真筛选的基础上，已经制定完毕。为做好 2024 年度

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2024 年度规划课题申报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以及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聚焦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重大需求、重大战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等热点

难点问题，着力进行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研究，大力推动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力争推出有理论说服力、有实践指导

意义、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精品力作，为商丘在全省“两个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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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中奋勇争先、更加出彩，提供切实有效的智力支持。

2.课题申报要以课题指南为指导，可以原题申报，也可在

规定的研究方向范围内，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和学术积累，就其

一个方面自行选题申报。题目拟定要科学、严谨、规范、简明。

建议选题切口要小，切忌空泛；鼓励和倡导研究者立足现实，

开展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努力做到立足商丘，研究商丘，服

务商丘，发展商丘。

3.按要求填写申请报表一式三份，式样按通知式样复印，

2024 年 5 月 24 日前由所在单位统一组织报送市社科规划办。

申报课题经专家组评审为立项课题后，即作为本年度商丘市社

科规划项目研究课题。

4.有关单位应广泛宣传《指南》的内容和要求，加强对项

目申报工作的管理，认真组织和指导申报工作。申报者每人限

定主持申报一项，另可参与一项课题。

5.申报课题获准立项后，研究项目要求在 2025 年 2 月 28

日之前完成，申请结项报告一式三份（报告及结项审批书全部

采用 A4 纸打印），并附电子文档，由所在单位统一报送至市

社科规划办。经专家组验收评审报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审定后，

对验收合格的研究成果，按课题组颁发课题结项证书，并对优

秀课题有计划地进行成果转化。

6.课题指南标注星号的系 2024 年度重大决策咨询课题。

凡申报重大决策咨询课题的，按招标公告要求程序操作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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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商丘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市行政中心 2423 室）

联 系 人：张文哲

邮 编：476000 电话：3288665

电子邮箱：sqskgh@163.com

附件：1.2024 年度商丘市社科规划项目课题指南

2.商丘市社科规划课题申报表

3.商丘市社科规划重大决策咨询课题申报表

商丘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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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度商丘市社科规划项目
课题指南

一、马列·科社（9 项）

1.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商丘实践研究

3.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商丘实践研究

4.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原创性贡献研究

*5.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商丘实践研究

6.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研究

7.“七个着力”研究（整体性阐释或分领域论述均可）

*8.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普及通俗化大众化研究

9.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研究

二、党史·党建（7 项）

1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研究

1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12.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研究

13.党建引领“四议两公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

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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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社会组织党建的功能价值与推进路径研究

*15.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16.商丘提升农村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力研究

三、哲学（4 项）

17.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研究

*18.关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

19.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文化精髓研究

20.强化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对策研究

四、政治学（3 项）

21.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研究

22.数字化时代的国家安全研究

*23.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有效路径研究

五、法学（1 项）

24.法治商丘建设研究

六、社会学（6 项）

25.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研究

26.青少年短视频沉迷与治理研究

27.自媒体时代社会情感涵育研究

28.商丘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发展现状与优

化路径研究

29.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商丘基层治理研究

30.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商丘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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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育学（3 项）

31.高校多方位平安校园建设机制研究

32.短视频热潮下大学生思政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研究

33.商丘高等教育支撑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研究

八、文学·语言学（3 项）

34.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文学的新发展研究

35.短视频中古诗词的传播与呈现研究

36.河南文学经典的再发现与新阐释研究

九、新闻传播学·图书馆学（4 项）

3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场景传播及效能提升研究

38.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原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39.大数据时代商丘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治理研究

40.党报新媒体吸引青年群体的策略研究

十、经济学（30 项）

41.商丘加快建设对外开放桥头堡、枢纽经济新高地研究

42.商丘市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43.商丘加快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研究

44.商丘增强产业链群核心竞争力研究

45.商丘市实施数字化转型研究

*46.商丘市实施中心城区崛起计划研究

47.商丘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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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商丘做大做强农村电商产业研究

49.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质的突破研究

50.商丘枢纽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路径研究

51.商丘智慧物流发展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

52.商丘建强物流平台研究

53.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振兴研究

54.商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及对策研究

55.商丘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机制研究

56.商丘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研究

57.商丘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研究

58.商丘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研究

59.商丘文旅投融资模式创新路径研究

60.古城景区项目运营社会化筹资可行性分析

61.商丘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的重点及对策研究

62.商丘实施制度型开放战略的重点及对策研究

*63.商丘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64.商丘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65.商丘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

66.商丘持续提升创新平台能级研究

67.商丘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研究

68.商丘人才高地建设问题研究

69.商丘市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及提升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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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商丘市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对策研究

十一、历史学·河南兴文化工程专项研究（13项）

*71.商丘文化品牌发展现状、思路与对策研究

72.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主干主轴研究

73.打造中华文明商丘标识研究

74.打造殷墟甲骨文中华文化新地标研究

75.殷商文化与殷商学研究

76.春秋文化研究

77.秦汉文化研究

78.唐宋文化研究

79.商丘大运河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80.商丘应天书院复兴重构的现实分析

81.商丘加强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研究

*82.永城苗桥王庄遗址考古发掘研究

83.商丘地区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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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编号

商丘市社科规划课题申报表

课 题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课 题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所在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 讯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 表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丘市社科规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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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编号

商丘市社科规划重大决策咨询课题

申 报 表

课 题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课 题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所在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 讯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 表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丘市社科规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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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须 知

一、本表所填各项内容须打印，语言应规范，所有引文、资料、数据

应注明出处。

二、申报表报送一式三份，栏目空格不够时，可另行加页。

三、每项课题负责人仅限一名，课题组成员一般不得超过 5 人(含负责

人)。

四、申报者每人可主持申报一项，另参与一项课题。

五、课题负责人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及通讯地址须详细填写。

六、本申报表封面“编号”系指课题《指南》中的题目序号，由申报

者对应填写。自选课题也需填写编号。确定编号的方法为：在《指

南》中找一个和自选课题最接近的题目，以该题目的编号为自选

课题的编号，填写格式为“×·自选”（“×”代表《指南》中

的题目序号）。

七、“类别”分为两类，即指南课题和自选课题。“学科分类”分为

两类，即人文学科和经济学科。

八、本申报表可以复制。

九、联系地址：商丘市委 2423 室 商丘市社科规划办公室

电子信箱：sqskgh@163.com

电 话：0370-328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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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况

课题名称

主 题 词

类 别 学科分类

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工作单位
电

话

办宅

手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职务 工 作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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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设计论证

1．选题：本项目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2．内容：本项目研究的主要思

路、框架设计。3．价值：本项目创新程度、应用价值。4．研究基础：项目组负

责人和主要成员已有相关成果，主要参考文献（请分 4 部分逐项填写，不超过

3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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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方面意见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立

项

评

审

意

见

专家组评审意见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市社科规划办审批意见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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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社科规划 项目 申报 通知

报：省社科联，市社科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

送：市社科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商丘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18 日印发

（共印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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