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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社科联〔2023〕6 号 

 

 

关于组织申报市社科联 2023 年度调研课题

的 

通  知 

 

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各县（市、区）社科分会，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社科分会，各大中专院校，市直各有关单位： 

《平顶山市社科联 2023年度调研课题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在广泛征集、认真筛选题目的基础上，已经制定完毕，

现印发给你们。为做好 2023 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市社科联制定调研课题指南，目的重在发挥我市哲学

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旨在“为全面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鹰城建设”目标要求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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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课题研究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要注重原创性、开拓性、力求创新；要围绕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重点着眼于应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

思考和解决。 

二、各单位应广泛宣传《指南》的内容和要求，加强对项

目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课题申报限定每人只能主持申报一

项，另可参与一项或参与两项，课题组成员不超过五个（含主

持人）。 

三、申报人即日起可通过“平顶山市社科项目在线申报系

统”进行网上申报。网上申报流程和有关注意事项请查看申报

系统“使用说明”和“公告”栏目相关内容。网上申报网址：

http://skl.pdsha.com 。个人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5 月 18日

24：00；单位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5 月 19 日 24：00。申报人

先进行网上申报，然后将课题申请书电子版与纸质（一式两份）

上报本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经本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合格后，

于 2023年 5 月 23 日前由各单位统一报送市社科联。市社科联

地址：市政大厦 609 房间，联系电话：2666169 ，联系人：刘

勇 陈玉果。 

四、市社科联将组织专家对申报课题进行评审，待立项通

知下达后，即可作为平顶山市社科联 2023 年度调研课题，申

报课题获准立项后，申报人应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题调

研与文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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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3年度课题结项报告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3年 12 月 

29 日，申报人按立项通知的具体要求上报材料。结项仍采用“平

顶山市社科联项目在线申报系统”，平顶山市社科项目在线申

报系统将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 24：00 关闭，逾期不再受理。 

 

附：平顶山市 2023 年度社会科学调研课题指南 

 

 

 

平顶山市社科联 

2023 年 4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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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平顶山市 2023 年度社会科学调研课题指南 

 

1.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研究； 

2.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与实践研究； 

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性研究； 

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平顶山实践研究； 

5.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平顶山战略研究； 

6.深化“五个必由之路”规律性认识研究； 

7.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研究；    

8.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弘扬和现代转化研究；     

9.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研究； 

10.新时代公共安全应急框架体系研究； 

11.支持和发展就业新形态问题研究； 

12.新业态经济与劳动者社会结构变迁研究； 

13.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 

14.后疫情时代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策略探析； 

15.后疫情时代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研究； 

16.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17.构建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研究； 

18.多系统互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应用对策； 



 5 

19.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究； 

20.新时代思政课教育教学规律、学生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研究； 

21.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研究； 

22.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 

23.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24.教师课程思政素养提升研究； 

25.科教融合视域下创新问题研究； 

26.乡村教师职业发展状况调查研究； 

27.新时代民办教育服务社会途径研究； 

28.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心理及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教育帮

扶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与策略研究； 

29.“双减”政策推进策略研究； 

30.平顶山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31.平顶山城市提质问题研究；    

32.平顶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问题研究；        

33.平顶山创新发展问题研究；        

34.平顶山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问题研究；  

35.平顶山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 

36.平顶山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策略研究；    

37.平顶山民生改善问题研究；        

38.平顶山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39.平顶山平台经济发展培育扶持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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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平顶山营商环境提升研究；       

41.平顶山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        

42.制约平顶山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问题研究；        

43.平顶山人才引进培养问题研究；        

44.平顶山创建“五星”支部引领基层治理问题研究；        

45.平顶山以“三清两建”提升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46.平顶山常态化推进法治政府对策研究；      

47.平顶山打造沉浸式旅游目的地问题研究；      

48.平顶山加快建设文旅强市研究  

49.平顶山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研究；     

50.平顶山做强优势主导产业研究；  

51.平顶山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研究 ； 

52.平顶山抓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53.平顶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研究； 

54.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开发及红色基因时代传承的研究； 

55.平顶山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56.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57.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产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58.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59.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研究； 

60.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内涵特征及建设路径研究； 

61.平顶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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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数字乡村建设技术模式和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