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0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市县专项课题拟立项名单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推荐单位

1 社科普及工作中全社会资源整合运用研究 石奎 南京市社科联

2 秦淮夜间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何素玉 秦淮区社科联

3
创新基层商会运行模式促进区域发展双循环

——以南京市雨花台区为例
陈明太 雨花台区社科联

4
提升新型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软实力的对策研

究——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王诗露 江宁区社科联

5 关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思考 韩晓华 高淳区社科联

6
乡村自治与行政治理有机契合与良性互动的

路径探究——以六合区为例
徐娟 六合区社科联

7 昆山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研究 杨建群 昆山市社科联

8
以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促城乡均衡发展的路

径思考
钱晓明 吴江区社科联

9
新时代文明实践机制下疫情常态防控中的志

愿服务机制研究
魏欣 张家港市社科联

10 常熟产业用地利用效能评价及提升机制研究 凌解良 常熟市社科联

11
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基层院推进人才发展

机制对策探析——以太仓市检察院实践为例
孙倩 太仓市社科联

12
无锡与苏常共建太湖湾大健康产业科创共同

体的策略研究
许麟秋 无锡市社科联

13
新时代我国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一以常州

市为例
李军 常州市社科联

14
“十四五”时期构建连云港海洋中心城市的可

行性和路径研究 赵鸣
连云港市社科联

15
基于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海州区

“十四五”产业定位与发展思考
于洋 海州区社科联



16
危险化学品安全治理研究——基于南通危化

品全流程管理平台的实证分析
王鹤远 南通市社科联

17 “经济总量过千亿”后如东经济新增长点研究 姜进 如东县社科联

18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陈亮 崇川区社科联

19
县级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研究：基于苏

州和南通的比较
顾永辉 启东市社科联

20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民增收路径研究——以海

安市为例
程卫国 海安市社科联

21 海门文化旅游接轨上海发展研究 施俊 海门市社科联

22 徐州市社会科学学术社团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刘崇新 徐州市社科联

23 美丽宜居城市建设的“新沂实践”研究 王燕 新沂市社科联

24 以湿地生态文化视角重新审视盐城湿地价值 李晓奇 盐城市社科联

25
淮安市农村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行为

的影响因素研究

赵志鹏

庄小将
淮安市社科联

26 淮阴打造大运河文化带“两口一高”路径研究 陈进 淮阴区社科联

27
以宁淮合作区为先导的淮安市融入长三角政

策研究
陈国栋 盱眙县社科联

28
打造湖鲜美食之都的战略思考——淮安市洪

泽区湖鲜美食文化发展研究
潘辉 洪泽区社科联

29
创新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助力党的创新理论

入脑入心——以涟水为例
刘小聪 涟水县社科联

30 挖掘长江文化资源 塑造城市文化品牌研究 陈述飞 泰州市社科联

31
特色产业型小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

践机理与发展模式研究
史诗悦 高港区社科联

32
建设人民满意的“好地方”——扬州民生幸福

提升研究

房学明、许

金如
扬州市社科联

33
宝应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路径研究
乔永华 宝应县社科联



34
高邮市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实践

与思考
曹丰汉 高邮市社科联

35 以“四个融合”推动仪征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张辉 仪征市社科联

36
新时代江苏职工队伍思想状况样态与对策研

究
刘业林 镇江市社科联

37
县域科技创新突围之路的思考——以江苏丹

阳为例
周菊云 丹阳市社科联

38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推动句容乡村振兴 翟德润 句容市社科联

39 文明城市建设的文化史研究 王云 宿迁市社科联

40
新时代乡镇改革背景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高质量发展研究
王丽 泗阳县社科联

41 高质量发展下的垫湖经济发展再腾飞的研究 荀虎 泗洪县社科联

附件 2



2020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调研点课题拟立项名单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推荐单位

1
自贸区南京片区推动健康产业高质

量发展路径研究
苏健 南京市社科联

2
大运河文化带苏州段沿线美丽乡村

建设研究
方向阳 苏州市社科联

3
无锡运河“老字号”保护传承利用研

究
瞿立新 无锡市社科联

4
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下的新型城市

社区治理机制与路径探索
张玉娟 常州市社科联

5
连云港市“一带一路”强支点绿色发

展路径研究
吴刚 连云港市社科联

6 张謇全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研究 张笑春 南通市社科联

7 淮安构建防返贫长效保障机制研究 何伟 淮安市社科联

8
泰州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与破解路

径研究
窦立成 泰州市社科联

9 生态绿色的小康村建设“戴庄经验” 姚永康 镇江市社科联

10
乡村振兴背景下耿车镇生态建设策

略研究——以耿车镇刘圩村为例
周立法 宿迁市社科联

11
扬州颐养社区试点的实践总结与思

考——以梅苑社区调研点为例
刘斌 扬州市社科联

12
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传承与创

新研究
邢千里 盐城市社科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