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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性。抱着科学研究的态度，加强综合研究和观

点交锋。要进行有效的研究，回应时代需要和实

践课题。坚持问题导向，理论创新的起点是发现

问题、研究问题。应深入研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与“四个自信”的关系、大运河文化研究对文脉

研究的作用、大运河文化带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新时代的策略和路径等

问题。

聚力共建新时代江苏大运河文化带

徐宁介绍了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联

席会议及其办公室的构成和工作规则，强调要加

强与专家学者的联系，更好服务大运河研究及成

果转化工作，推进新时代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

刘德海介绍了江苏省社科联通过委托研究、

课题立项和智库平台等支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

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近一年的主要成果

有：委托撰写的《江苏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

思考》得到省级领导批示；立项资助的“江苏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课题组组织了沿大运河8

市历时 15天的深入调查，形成了专题研究报

告；以江苏省智库研究与交流中心为平台，组织

开展了12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课题研究，并形

成了系列报告。省社科联将在引导加强基础研

究、提供决策咨询、传承普及大运河文化和汇聚

研究队伍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王明珠提出：江苏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一是

应把握江苏在整个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定位和标

准；二是应研究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区域如何界

定，大运河发展和整体区域发展战略关联，比如

与“1+3”功能区战略的关系；三是要围绕“三

个长廊”形成江苏的统一标志；四是要进行活的

文化遗产的保护，为世界运河文化的世界性难题

提供中国智慧；五是江苏沿运河各市应当强化协

同研究和建设，更好地实现特色开发和整体推进

的目标。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洪峰）

近年来，连云港市坚持以新型智库建设为

引领，以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

会服务为突破口，奏响智库建设“四部曲”，盘

活动社科强市“一盘棋”。

一、守好“智库之本”，当好党政科学决策

的“智囊团”。新型智库成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决策影响力和咨政水平上。连云港社科界始终

把当好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外脑”，服务党委

政府决策作为天职，把应用对策研究作为学术

研究的主攻方向，推动更多的学术科研成果进

入领导视野、进入党政决策。一是建立完善命

题研究制度。2016年起，每年初由市委、市政

奏响智库建设奏响智库建设““四部四部曲曲”” 盘活社科强市盘活社科强市““一盘棋一盘棋””
连云港市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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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要领导圈定重大决策咨询课题，由市委常委

命定重点决策咨询课题，市社联组织科研人员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拿出研究报告。两年完成

18项市主要领导下达的重大课题，20多项市委

常委命定的重点课题，许多研究工作已直接融入

了全市中心工作，得到市领导肯定和好评。二是

完善应用课题资助制度。从2016年起设立市决

策咨询研究专项资金每年40万元，分别给予重

大课题、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 3 万、1 万和

3000元资助，两年累计资助80多万元。三是做

强对策研究平台。创建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

区研究基地，获批省决策咨询基地；共建中国社

会科学院“一带一路”（连云港）研究基地和知

识社会（连云港）研究基地，围绕重大课题每年

确立一批研究项目，联合开展课题攻关，推出

《设立连云港自由贸易区研究》《设立海州湾新区

研究》《提升连云港港服务广大腹地的能力和效

率研究》等多项重要研究成果，成为重要决策咨

询服务平台和重大课题攻关平台。四是打造社科

学术咨政品牌。连续10多年组织有市领导和部

门领导参加的“连云港发展高层论坛”，连续2

年举办连云港市社科界学术大会，先后举办

“中日韩历史名人现代价值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连云港建设”“城市治理现代化与新型智库建

设”“‘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城市与区域合作发

展”等一系列有影响的大型国际国内学术活动，

打造了学术咨政的重要品牌。

二、把握“智库之要”，当好思想理论创新

的“先行军”。 智库是理论创新的主体力量，发

时代先声，发理论强音，才能彰显出智库的原创

性、前沿性。一是深入研究阐释治国理政新理

念。紧扣首要任务和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列出重

点选题，设立研究专项。以专题学习会、座谈

会、报告会和巡回宣讲等形式，推动党的最新理

论成果深入人心。二是推进重点学科理论创新。

充分发挥驻连高校的基础理论研究力量，在巩固

加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史学等传

统优势学科的同时，大力培育和发展地域特色鲜

明的涉海优势学科和区域经济、生态经济等一批

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切实加强一级学科市级学

会建设，推动成立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

学、文学、艺术学等 10个一级学科市级学会，

并吸收市法学会为团体会员，初步建立起较为齐

全的一级学科社团体系。三是打造“连云港学

派”。推出《夹缝学》《国情学》《在华日本人民

的反战斗争》等一批在相关领域填补国内空白的

学术专著，推出《东方桥头堡理论构建与路径安

排》等“一带一路”研究成果，形成了陆桥经

济、“一带一路”交汇点等特色研究品牌。

三、盘活“智库之源”，勇当体制机制创新

的“马前卒”。体制机制建设管长远、管根本。

一是创新智库合作机制。积极响应国家“十三

五”规划提出的加强智库联盟建设的号召，

2016年 6月，连云港市社科联发起成立全国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智库联盟, 会同全国“一

带一路”沿线 45个城市社科联，共同搭建起

“一带一路”建设智库合作平台， 定期组织丝路

智库论坛，常态化开展智库领域合作，成为“一

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力量。2017年 10

月，在天津市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一带一路”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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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城市智库联盟理事大会和丝路智库论坛，将

成员单位增加到55个，扩大了影响力。二是建

立成果转化机制。坚持优秀成果集中转化与日

常转化相结合，每年编辑出版一本全市应用对

策研究成果集《连云港智库》分送市领导和有

关部门；建立成果定期汇报制度，专门召开由

市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书记市长圈题、

常委及部门主要领导命题专题汇报会；从2015

年下半年创办全市社科成果专报内刊《决策内

参》，累计编辑 50期报送市领导与有关部门，

11次获市委书记批示。关于加快崛起沿海新型

临港产业基地、推进花果山山南片区开发、高

标准建设“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示范区等

一大批对策建议转化为政府决策。三是完善评

价激励机制。以市政府名义印发《连云港市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办法》，进一步细化优

秀成果奖评奖细则，在评奖中切实加强研究成

果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导向。开展首届“助推港

城发展十大社科成果评选”等活动，评选出新

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研究、设立连云港“东

中西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的建议、连云港

“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战略思路和关键举措研

究等十项围绕中心、服务决策、推动发展的重

大成果，进一步强化了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导

向。四是健全协同攻关机制。系统梳理和整合

全市党政部门、高校、县区和企事业单位等智

库资源，建立了国内首家地市级智库行业协会

——连云港市智库业协会，围绕党委政府关注

的重大问题，联合开展前瞻性研究，协同组织

重大学术研讨，及时向党政部门报送创新成

果，以协同创新的机制让智库合力得到最大程

度迸发。

四、夯实“智库之基”，打造社科强市建设

的“主力军”。 人才是智库建设的第一资源，

也是智库建设的基石。一是建强领军人才队

伍。组织开展市首届十大社科名家评选和市首

批重点智库命名活动，首批建立6个市“社科名

家工作室”和命名一批重点智库，搭建起集中

决策咨询研究人才力量的决策咨询和社科研究

平台；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社科名家和领军

团队的项目扶持、出版资助和奖励力度，有力

提高了社科工作的影响力带动力。二是提升社

团骨干人才队伍。通过组织赴外学习培训、合

作课题研究、理论学术沙龙、社科名嘴评优

等，培养提升社科人才队伍。建立社团负责人

轮训制度，每年赴外举办一期社科工作培训

班，打造高素质的社科管理人才队伍。2017年

组织近50名社科工作者赴武汉大学举办首期社

科工作培训班，开拓干部视野，提升队伍能

力。三是完善人才激励和使用机制。建立规范

的奖励体系，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批有突出贡献

的社科工作者。加强社科优秀人才使用，通过

上挂下派等方式鼓励和支持社科青年骨干到实

践部门锻炼和工作，推动市人事部门在高层次

人才选拔、职能评定等方面给予社科类人才政

策性倾斜，营造社科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

2016年全市选派了一批青年干部到基层挂职锻

炼，其中大部分是社科青年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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