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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规办字〔2024〕2 号

关于公布 2024年度济宁市社会科学
规划研究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市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织开展了 2024年度济宁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评审工作。

经专家组匿名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共确定立项课题 212项，

其中重大应用对策研究专题 6项，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 31项，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 13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研究专题 4项，乡村文化振兴路径探

索专题 27项，年度课题 121项，委托制课题 10项。现将课题立

项名单予以公布（附件 1），并作如下要求：

中 共 济 宁 市 委 宣 传 部

文件济 宁 市 社 会 科 学 界 联 合 会

济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 2—

课题负责人应认真填写立项协议书（附件 2），组织课题组

成员开展课题研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保证研究

进度，确保研究质量。课题负责人工作单位和课题推荐单位应加

强课题管理，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

纸质《立项协议书》需用 A4纸双面打印，一式三份，签字

盖章后，于 5月 10日前报送济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办公室。对经费资助的课题，还需认真填写附件 3表格，电子版

请发送至邮箱 jnsskghb@126.com。

报送地址：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省运会指挥中心 E区 310。

联系电话：2967612。

附件：1.2024年度济宁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2.2024年度济宁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立项协议书

3.2024年度济宁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资助明细表

2024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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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6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类别

24JSGX001
推进济宁市制造业“智改数转”的实

践路径研究
高琰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重大

24JSGX002
济宁市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路径

研究

高尚君/
孟允

济宁学院/济宁

高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济宁学院/济宁

高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重大

24JSGX003
打造济宁特色数字产业集聚区的

对策研究
岳炫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重大

24JSGX004 济宁港产城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高峰/
焦丽娜

济宁市港航事

业发展中心/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济宁市港航事

业发展中心/济
宁职业技术学

院

重大

24JSGX005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济宁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路径研究
张昊龙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重大

24JSGX006
促进文旅融合激活消费潜力的对策

研究

李雪梅/
范莉

中共济宁市委

党校/济宁学院

中共济宁市委

党校/济宁学院
重大

31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类别

24JSGX007
跨学科视角下的传统文化教育创新

研究
郭艳

济宁市实验

初中
任城区社科联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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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SGX008
乡村民俗文化的数字化保护、传承与

创新研究—以梁山县为例
仲肖

中共梁山县委

党校

中共梁山县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009

基于文化“两创”视野下的水浒文化

与鲁西南民俗文化传承与创新，并以

此赋能济宁社会经济事业发展的

研究

刘延庆
梁山县水浒文

化研究院

中共梁山县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010 新时代儒家礼仪价值与应用研究 邵茜
汶上县文化和

旅游局
汶上县社科联 自筹

24JSGX0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

中的作用
贾守旺

邹城市干部政

德教育中心
邹城市社科联 自筹

24JSGX0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

中的价值研究
闫培宾

中共曲阜市委

党校

中共曲阜市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013
科创融合下的数字化传统文化保护

与传承策略研究
孔扬

中共曲阜市委

党校

中共曲阜市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014
儒家文化“活化”利用的新途径——
济宁市儒家文物主题游径创建策略

研究

徐宽

曲阜市安怀堂

文物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中共曲阜市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015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济宁历史文

化街区遗产保护活化利用路径研究
闫景沛

中共济宁市兖

州区委党校
兖州区社科联 资助

24JSGX016 尼山文化片区“两创”路径研究 贾春莲

曲阜文化建设

示范区推进办

公室

曲阜文化建设

示范区推进办

公室

自筹

24JSGX017
习近平治水思想对济宁水文化传承

发展的指导研究
张文鹏

济宁市水利事

业发展中心

济宁市水利事

业发展中心
自筹

24JSGX018
“儒韵清风.清廉济宁”廉洁文化品牌

建设研究
杜彦峰 市纪委监委 市纪委监委 资助

24JSGX019

新时代背景下运用标准化理念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干部政德教

育培训建设的实践路径与示范推广

研究

张永全
济宁市标准信

息技术中心

济宁市标准信

息技术中心
自筹

24JSGX020
济宁“和为贵”人民调解品牌推动社

会治理现代化作用探析
张亮 济宁市司法局 济宁市司法局 自筹

24JSGX021
新时代济宁非遗保护与活化路径

探索
孙灿 济宁市文化馆 济宁市文化馆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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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SGX022
“城市新维度”——济宁现代化城市

建设与人文塑造融合发展的路径

研究

郑志群
济宁市孔孟书

画院

济宁市孔孟书

画院
资助

24JSGX0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领导干部群

众工作本领提升研究
汪孔梅

中共济宁市委

党校

中共济宁市委

党校
自筹

24JSGX024
从秦汉政治格局透视中华文明

统一性
李翠 孔子研究院 孔子研究院 资助

24JSGX025 儒学与中国的现代性叙事构建 何雪芹 孔子研究院 孔子研究院 自筹

24JSGX026
从文化“两创”的视角探索孔子博物

馆“萧韶乐团”的实践与研究
王琳 孔子博物馆 孔子博物馆 资助

24JSGX027
儒家文化视域下孔孟家谱比较及其

当代价值研究
孔维亮 孔子博物馆 孔子博物馆 自筹

24JSGX02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技工院校的

路径研究—以济宁市技师学院传统

文化“四工程六融入”工程为例

吴秀玲
济宁市技师学

院

济宁市技师学

院
自筹

24JSGX029
儒家文化“活化”利用研究——以曲

阜儒家碑刻文献应用为例
赵华伟

曲阜远东职

业技术学院

曲阜远东职业

技术学院
资助

24JSGX030
济宁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文化

自信培育的价值及实践路径研究
郭亭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4JSGX031
融媒体视域下高校开展齐鲁文化教

育的优化路径研究
刘燕 济宁医学院 济宁医学院 自筹

24JSGX032
“两创”视域下鲁文化融入大学生人

文素质教育的路径研究
司梦 济宁医学院 济宁医学院 资助

24JSGX0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体育

基础教学研究
马永涛 济宁学院 济宁学院 自筹

24JSGX034
梁山武术基因图谱构建及数字化

传承研究
林绍伍 济宁学院 济宁学院 资助

24JSGX035
文旅融合视域下济宁非遗文化激活

消费潜力的对策研究
孔莉 济宁学院 济宁学院 自筹

24JSGX036
济宁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

真性保护与生态性传承研究
刘京 曲阜师范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 自筹

24JSGX037
济宁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驻济高校学

生党建的路径研究
韦宁 曲阜师范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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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类别

24JSGX038 济宁运河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管亚琼
济宁市任城区

水务局
任城区社科联 资助

24JSGX039
京杭运河“水脊”工程的历史魅力与

时代风采
张旋

汶上县干部政

德教育中心
汶上县社科联 自筹

24JSGX040 大运河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刘建康
汶上县文物保

护中心
汶上县社科联 自筹

24JSGX041
明清济宁运河经济与市场形态的

历史定位与现代启示
陈文平

中共曲阜市委

党校

中共曲阜市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042
济宁大运河文化校园传承的实践

探索研究
宗轼

济宁学院附属

高中

济宁学院附属

高中
资助

24JSGX043
大运河文化传承发展研究---济宁段

运河文化传承及活化利用分析
王曦

济宁市旅游公

共服务中心

济宁市旅游公

共服务中心
自筹

24JSGX044
坚持“两创”让大运河文化遗产“活

起来
魏永震 济宁市博物馆 济宁市博物馆 自筹

24JSGX045
大运河文化与任城区商圈经济融合

发展研究
王世美

中共济宁市委

党校

中共济宁市委

党校
资助

24JSGX046
数字技术视域下济宁大运河文化创

新发展研究
宋玲安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自筹

24JSGX047
济宁大运河文化数智化传承创新研

究与实践
邵明玉 济宁学院 济宁学院 自筹

24JSGX048
黄河文化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济宁实践研究
徐玉红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自筹

24JSGX049
黄河流域红色文化特色课程开发与

研究
高立 济宁医学院 济宁医学院 自筹

24JSGX050
黄河流域红色文化特色课程开发与

研究
张宝换 曲阜师范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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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类别

24JSGX051
济宁海外融媒体传播矩阵建设的

对策研究
龚方

济宁市兖州融

媒体中心
兖州区社科联 自筹

24JSGX052
济宁市重点包联友城交流发展问题

研究
马文

中共济宁市委

宣传部

中共济宁市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053
聚力国际人文交流 助推济宁文化

“走出去”的创新路径研究
贺彬

中共济宁市委

党校

中共济宁市委

宣传部
资助

24JSGX054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数字儒家对外

传播路径研究
陈静 济宁学院 济宁学院 自筹

27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类别

24JSGX055
济宁市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问题

及应对对策的研究
王雪梅

邹城市平阳寺

学校
邹城市社科联 自筹

24JSGX056
传承文化禀赋 激活内生机制----邹
城市孟子学堂（尼山书院）乡村文化

振兴背景下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刘红云
邹城市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
邹城市社科联 自筹

24JSGX057
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推进乡村治理现

代化
崔彦彦

中共汶上县委

党校
汶上县社科联 自筹

24JSGX058 汶上县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研究 王珊
汶上县土地事

务中心
汶上县社科联 自筹

24JSGX059
“数商兴农”战略下济宁市农产品直

播电商发展路径研究—以金乡为例
周侠

中共金乡

县委党校
金乡县社科联 资助

24JSGX060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文旅融合研究

——以曲阜市农文旅项目为例
顾天平

曲阜市时庄街

道办事处

中共曲阜市委

宣传部
资助

24JSGX061
天然富硒土壤及富硒农产品对当地

居民慢性病发病影响的研究
张伟涛

嘉祥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嘉祥县社科联 资助

24JSGX062
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文化

振兴发展路径研究
井继龙

微山县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
微山县社科联 自筹

24JSGX063
关于农村小学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及

班主任解决对策的研究
鞠馨

济宁市兖州区

颜店镇中心

小学

兖州区社科联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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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SGX064
关于“国企联片 民企联村”助力乡村

振兴行动的实践路径研究
侯珍珍

中共济宁市兖

州区委党校
兖州区社科联 自筹

24JSGX065
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农村中小学式微

出路研究
高伟东

邹城市峄山

中学
邹城市社科联 自筹

24JSGX066
基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探究素质教

育在农村小学教育的实施路径
颜波

邹城市太平镇

中心小学

（纪沟）

邹城市社科联 自筹

24JSGX067
数字化背景下基层公共图书馆赋能

乡村文化振兴新路径研究
刘军

邹城市文化旅

游公共服务中

心（邹城市图

书馆）

邹城市社科联 自筹

24JSGX068
济宁市乡村地区医生急救能力现况

调查及提升对策研究
万杰

济宁市急救

指挥中心

济宁市急救

指挥中心
自筹

24JSGX069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赋能乡村文化振

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基于济宁

市乡村文化调研的分析

任冬梅 济宁市文化馆 济宁市文化馆 资助

24JSGX070
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济宁

实践和路径研究
周丽明

济宁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

济宁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
自筹

24JSGX071
济宁市农村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

研究
刘鹏

济宁市水利事

业发展中心

济宁市水利事

业发展中心
资助

24JSGX072
乡村旅游视角下民宿经济高质量发

展研究
胡新伟

中共济宁市委

讲师团

中共济宁市委

讲师团
自筹

24JSGX07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济宁市乡村旅

游特色品牌路径研究
王晓宇

济宁市现代职

业教育研究所

济宁市现代职

业教育研究所
自筹

24JSGX074
乡村振兴背景下济宁市乡村教师的

身份重构研究
马晓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资助

24JSGX075
高校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

价值和路径研究
黄群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4JSGX076
乡村振兴背景下非遗鲁锦文创设计

与传播路径研究
郭燕齐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4JSGX077
“小财政大民生”理念下济宁乡村振

兴新路径探究-以鱼台县为例
满敬涛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4JSGX078
健康中国视域下的医学院校志愿服

务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研究
刘雪 济宁医学院 济宁医学院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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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SGX079
乡村振兴视域下济宁市红色文化特

色村的价值赋能与培育路径
王凯 济宁学院 济宁学院 自筹

24JSGX080
济宁市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民宿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张丹 济宁学院 济宁学院 自筹

24JSGX081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留守儿童社会

情感能力的发展机理及培养机制

研究

郭新宇 曲阜师范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 自筹

31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类别

24JSGX082
探索基于碳足迹的南四湖流域旅游

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方法
马云珠

济宁市鱼台生

态环境监控

中心

中共鱼台县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083
以数字化就业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的对策研究—以鱼台县为例
刘凯

鱼台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中共鱼台县委

宣传部
资助

24JSGX084 济宁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对策研究 王芳芳

鱼台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

局

中共鱼台县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085
推进济宁市制造业“智改数转”的实

践路径研究——基于我市“专用车

整车产业大脑”试点建设的探索

庄志华
中共梁山县委

党校

中共梁山县委

宣传部
资助

24JSGX086
基于 ESG视域的企业高质量发展

路径研究
宋娜

泗水县建材产

业发展促进

中心

泗水县社科联 自筹

24JSGX087
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引领济宁经济高

质量发展研究——以泗水县主导

产业甘薯为例

郭飞
泗水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
泗水县社科联 资助

24JSGX088 济宁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研究 管蔚

山东省济宁生

态环境监测

中心

山东省济宁生

态环境监测

中心

自筹

24JSGX089
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济宁高质量发展

研究
孙善政

济宁市政务

服务中心

济宁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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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SGX090
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地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路径探索——以医疗机构为例
田会芬

济宁医学院附

属医院

济宁医学院附

属医院
自筹

24JSGX091
文化创意产业赋能济宁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路径研究
宋振鑫

济宁市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济宁市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资助

24JSGX092 新质生产力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研究 孔祥成

济宁市生态环

境技术保障

中心

济宁市生态环

境技术保障

中心

自筹

24JSGX093
济宁港航经济产业园区发展路径

研究
马辉

济宁能源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济宁能源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自筹

24JSGX094
构建传统能源领域绿色智能产业体

系研究
张广宇

济宁能源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济宁能源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自筹

24JSGX095
创新城市公共交通运营亏损精准补

贴的济宁路径研究
高宝宽

济宁市财政事

务服务中心

济宁市财政事

务服务中心
资助

24JSGX096 济宁港功能优化提升实施路径研究 黄勇
济宁市港航事

业发展中心

济宁市港航事

业发展中心
资助

24JSGX097 内河智慧船闸建设与应用研究 刘娜
济宁市港航事

业发展中心

济宁市港航事

业发展中心
自筹

24JSGX098
济宁市内河新能源船舶制造和应用

研究
王超

济宁市港航事

业发展中心

济宁市港航事

业发展中心
自筹

24JSGX099
济宁市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及产业高

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张辰辰

济宁市食品药

品检验检测研

究院

济宁市食品药

品检验检测研

究院

自筹

24JSGX100
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品的

开发探究一以济宁市博物院为例
秦宪华 济宁市博物馆 济宁市博物馆 自筹

24JSGX101
文旅融合视域下济宁地区博物馆

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张琳

济宁市旅游公

共服务中心

济宁市旅游公

共服务中心
自筹

24JSGX102
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引领济宁经济高

质量发展研究--以济宁市高端装备

产业发展为例

王君君

市重点产业集

群发展服务中

心

市重点产业集

群发展服务中

心

自筹

24JSGX103 济宁市强化都市区建设研究 张健
中共济宁市委

党校

中共济宁市委

党校
自筹

24JSGX104
济宁市内河航运资源利用效率提升

的路径研究
管馨

中共济宁市委

党校

中共济宁市委

党校
自筹

24JSGX105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济宁市技工院校

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研究
李宗勋

济宁市技师学

院

济宁市技师学

院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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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SGX106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助

力济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研究

韩芳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自筹

24JSGX107
科技金融助力济宁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路径研究
肖炳峰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资助

24JSGX108
高职院校服务鲁西南地区中小企业

技术研发实践研究
罗文洁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资助

24JSGX109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济宁冷链物流

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孙惠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资助

24JSGX110
ESG治理对高耗能企业人力资源

利用率的影响研究
尤振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4JSGX111
数字经济下济宁市文旅融合发展的

模式与路径研究
张霞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4JSGX11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济宁冷链物流

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祝洋洋 济宁学院 济宁学院 自筹

49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类别

24JSGX113
信义理念下新型物业服务模式的

基层治理路径探究--以济宁市任城

区金城街道“信托制”物业模式为例

李玉姣
任城区金城

街道办事处
任城区社科联 自筹

24JSGX114
儒家法治理念融入基层治理的逻辑

与路径
贾冬梅

中共汶上县委

党校
汶上县社科联 资助

24JSGX115
数字化转型赋能地方社会治理创新

的实践路径路径研究——以鱼台县

为例

胡萍丽
中共鱼台县委

党校

中共鱼台县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116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研究

——以济宁市梁山县为例
王承欣

中共梁山县委

党校

中共梁山县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117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路径问题研究 苑雯丽
中共汶上县委

党校
汶上县社科联 资助

24JSGX118
网格制度在社区多元治理中的经

验与启示 ——以邹城市文博苑

社区为例

王道珍
中共邹城市委

党校
邹城市社科联 自筹

24JSGX119
邹城市新就业群体中党的组织

建设与发展研究
赵文青

中共邹城市委

党校
邹城市社科联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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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SGX120
数字赋能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理论

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
王建海 泗水县档案馆 泗水县社科联 资助

24JSGX121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融入乡村基层治理的路径

研究

江淑慧
中共曲阜市委

党校

中共曲阜市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12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村级

党组织组织力研究
刘香玲

中共嘉祥县委

党校
嘉祥县社科联 自筹

24JSGX123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 李霞
中共济宁市兖

州区委党校
兖州区社科联 资助

24JSGX124
推动新时代治水精神融入水网建设

路径研究—以兖州区为例
解天

济宁市兖州区

水务发展服务

中心

兖州区社科联 自筹

24JSGX125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公园绿地开

放共享实施路径研究---以济宁太白

湖新区为例

王翔

济宁北湖省级

旅游度假区园

林绿化服务部

济宁北湖省级

旅游度假区群

团服务部

自筹

24JSGX126
县域医养结合养老体系构建研究

——以济宁市梁山县为例
齐丽华

梁山县人民

医院

中共梁山县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127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研究-以社保卡

为例
孟凡强

邹城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邹城市社科联 自筹

24JSGX128
人才引领县域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以邹城市为例
崔兆金

济宁市人才事

业发展中心

济宁市人才事

业发展中心
自筹

24JSGX129
提高济宁市民众应急救治能力的

对策研究
魏鑫

济宁医学院附

属医院

济宁医学院附

属医院
资助

24JSGX130
从劳动仲裁实务论新就业形态中育

龄妇女的劳动权益保障
曹冉冉

济宁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

济宁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
自筹

24JSGX131
社会工作助推军休干部医养结合

研究
冯振玲

济宁市军队离

退休干部休养

服务中心

济宁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
自筹

24JSGX132
济宁市退役军人人事档案管理服务

规范化实践研究
房磊

济宁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

济宁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
自筹

24JSGX133
全面质量管理视角下公立医院手术

患者并发症影响因素及优化策略

研究

董均明
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

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
自筹

24JSGX134
空巢老人智慧养老服务需求调查与

对策研究——以济宁市为例
庞慧

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

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
自筹

24JSGX135
公立医院党建引领人文关怀实践

策略研究
贾思宁

济宁医学院附

属医院

济宁医学院附

属医院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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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SGX136
主流媒体新闻视频档案数字化管理

方法探析
檀莹莹

济宁市广播电

视传输保障

中心

济宁市广播电

视传输保障

中心

自筹

24JSGX137
济宁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发展

路径研究
渠珂

济宁市畜牧兽

医事业发展

中心

济宁市畜牧兽

医事业发展

中心

自筹

24JSGX138
大城建机制推进济宁都市区城市品

质提升研究
孙德化

济宁市都市区

一体化建设

指挥部

济宁市都市区

一体化建设

指挥部

资助

24JSGX139
医教研防融合背景下济宁市儿童青

少年脊柱健康监测与中医药干预实

施路径研究

许雅茹
济宁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济宁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资助

24JSGX140
提高青年理论学习质效研究课题

报告
石磊

济宁市土地储

备和规划事务

中心

济宁市土地储

备和规划事务

中心

自筹

24JSGX141
“双创”视角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专业为例
冯鲁红

济宁市鲁南工

程技术研究院

管理服务中心

济宁市鲁南工

程技术研究院

管理服务中心

自筹

24JSGX142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研究
冯淑涛

济宁市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

济宁市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
自筹

24JSGX143
“南四湖保护”视角下，济宁市入湖

河流高质量管护策略研究
崔家存

济宁市水利事

业发展中心

济宁市水利事

业发展中心
自筹

24JSGX144
济宁市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

性保护路径研究
高铂

济宁市南四湖

流域管理

办公室

济宁市南四湖

流域管理

办公室

资助

24JSGX145
南四湖生态保护修复和高质量

发展对策研究
孔维健

济宁市南四湖

自然保护区

服务中心

济宁市南四湖

流域管理

办公室

自筹

24JSGX146
预算管理一体化下提升预算绩效

管理水平研究
高凡凡

济宁市生态环

境技术保障

中心

济宁市生态环

境技术保障

中心

自筹

24JSGX147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南四湖水环境保

护策略研究
李振

济宁市水文

中心

济宁市水文

中心
自筹

24JSGX148
新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困境

纾解及对策研究
刘艳

济宁市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

中心

济宁市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

中心

自筹

24JSGX149
分类分层分阶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研究—以流动人员服务为例
刘文博

济宁市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

中心

济宁市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

中心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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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SGX150 济宁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研究 胡腾飞

山东省南四湖

东平湖流域生

态环境监测

中心

山东省南四湖

东平湖流域生

态环境监测

中心

自筹

24JSGX151
依法治国视角下济宁市镇街综合

执法改革路径创新探析
李强 市委编办 市委编办 自筹

24JSGX152
新时代济宁市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问题研究
李锋

中共济宁市委

党校

中共济宁市委

党校
自筹

24JSGX153
城管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研究——

以济宁市为例
唐丽

济宁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支

队

济宁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支

队

自筹

24JSGX154
高校退伍复学大学生士兵服务保障

体系完善研究--以济宁高校为例
夏志超

曲阜远东职业

技术学院

曲阜远东职业

技术学院
资助

24JSGX155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南四湖保护策略

研究
王元成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自筹

24JSGX156
济宁市高质量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构建研究
李娟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4JSGX157
济宁市农村空巢老人抑郁现况及

对策分析
江顺利 济宁医学院 济宁医学院 自筹

24JSGX158
“书香济宁”背景下图书馆阅读推广

模式研究
钱文林 济宁医学院 济宁医学院 自筹

24JSGX159
济宁市任城区中学生特发性脊柱

侧弯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徐晓阳 济宁医学院 济宁医学院 资助

24JSGX160
数字赋能济宁城市社区老年社会

适应性提升策略研究
邵佳 济宁学院 济宁学院 资助

24JSGX161
济宁市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

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
周争艳 济宁学院 济宁学院 自筹

41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类别

24JSGX162
普通高中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动态

调控机制研究
谷琳

济宁市任城区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任城区社科联 自筹

24JSGX163
探索济宁市小学课后服务特色社团

与校本课程教学融合的路径研究
郭建

济宁市

霍家街小学
任城区社科联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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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SGX164
打造济宁市中小学课后服务特色

社团实践研究
张坤

济宁市任城区

安居第一中学
任城区社科联 自筹

24JSGX165
新高考背景下培养中学生济宁乡土

文化传承的路径研究
刘延文

济宁市实验

中学
任城区社科联 自筹

24JSGX166
盘活地方特色档案资源赋能文化

“两创”的探索与研究
郑圆圆 梁山县档案馆

中共梁山县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167 青少年抗挫折能力培养的研究 蒋雪
泗水县苗馆

小学
泗水县社科联 自筹

24JSGX168 曾子形象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研究 张承文 曾子研究院 嘉祥县社科联 资助

24JSGX169
符号学视角下的武氏墓群石刻画像

研究
魏萍

嘉祥县文物旅

游服务中心
嘉祥县社科联 自筹

24JSGX170
济宁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典型

做法研究
邢雪焕

嘉祥县第一

中学
嘉祥县社科联 自筹

24JSGX171
初中消防安全教育实践中校本课程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陈美祥

微山县昭阳街

道第一中学
微山县社科联 自筹

24JSGX172 鲁台伏羲女娲信仰渊源初探 黄艳生 微山县文联 微山县社科联 资助

24JSGX173
探究红色资源在微山县红色片区

打造中的作用
赵厚廷

中共微山县委

党史研究中心
微山县社科联 资助

24JSGX174 《诗经》中的君子人格研究 陈力
中共曲阜市委

党校

中共曲阜市委

宣传部
自筹

24JSGX175
助推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策略和

实施研究
张文珠

济宁市兖州区

东御桥小学
兖州区社科联 自筹

24JSGX176
中医文化融入幼小教育的实践与

探究
杨福海

济宁市兖州区

东御桥小学
兖州区社科联 自筹

24JSGX177
盘活济宁市县级图书馆地方文献资

源赋能文化“两创”的探索与研究
孔一鸣

济宁市兖州区

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

兖州区社科联 自筹

24JSGX178
打造济宁市中小学课后服务特色社

团实践研究
张芬

济宁市北湖第

一小学

济宁北湖省级

旅游度假区群

团服务部

自筹

24JSGX179
在小学阅读教学中开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的研究
艾德科

济宁市北湖省

级旅游度假区

石桥第二小学

济宁北湖省级

旅游度假区群

团服务部

自筹

24JSGX180
职称改革背景下乡村教师激励机制

研究
刘帅

济宁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济宁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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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SGX181
基于评价素养提升的青年教师专业

发展的研究
张利

济宁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济宁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自筹

24JSGX182 《济州故华录》的开发利用 杜宏春 济宁市档案馆 济宁市档案馆 资助

24JSGX183
多元共治中职学校现代化治理能力

提升实践研究——以济宁市高级职

业学校为例

王素芬
济宁市高级职

业学校

济宁市高级职

业学校
自筹

24JSGX184
“一核两翼 365支撑”强化教师队伍

建设的路径实践与研究
褚福梅 济宁市教育局 济宁市教育局 自筹

24JSGX185
依托职业教育提质扩容家政服务专

业化发展研究
赵阳 济宁市教育局 济宁市教育局 自筹

24JSGX186
关于挖掘整理始祖伏羲文化

力促济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步研究
刘昌国

济宁市工人

文化宫

济宁市工人

文化宫
自筹

24JSGX187
构建公共图书馆“课文阅读圈”的

实践探究
刘阳 济宁市图书馆 济宁市图书馆 自筹

24JSGX188
基于大数据的图书馆传统文化资源

挖掘与传播研究
孙卓伟 济宁市图书馆 济宁市图书馆 自筹

24JSGX189 济宁汉画像石中的历史故事研究 刘丽 济宁市博物馆 济宁市博物馆 资助

24JSGX190 任民育生平事迹整理研究 焦旭
济宁市文物保

护中心

济宁市文物保

护中心
自筹

24JSGX191
信息时代机构编制档案治理能力

建设研究
张坤

济宁市机构编

制效能评估中

中心

市委编办 资助

24JSGX192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实践探索

与创新路径研究——以济宁为例
时晓杰 市委讲师团 市委讲师团 自筹

24JSGX193 中共济宁党史（1978-2012）研究 曹锋
中共济宁市委

党史研究院

中共济宁市委

党史研究院
自筹

24JSGX194 济宁革命历史中的廉洁文化研究 李加锋
中共济宁市委

党史研究院

中共济宁市委

党史研究院
资助

24JSGX195
深化四链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

——济宁普惠托育服务人才高质量

发展对策研究

罗惠文
济宁市技师学

院

济宁市技师学

院
资助

24JSGX196
济宁市技工教育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路径研究
陈攀

济宁市技师学

院

济宁市技师学

院
自筹

24JSGX197
基于人工智能的济宁高职教育教学

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宋卫国

曲阜远东职业

技术学院

曲阜远东职业

技术学院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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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SGX198
职业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服务区域经

济的机制和路径研究——某职校与

泰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合作为例

辛玉杰
曲阜远东职业

技术学院

曲阜远东职业

技术学院
自筹

24JSGX199
技能竞赛“双主线”（创新创业和职

业技能大赛）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

的改革探索

陈芳
曲阜远东职业

技术学院

曲阜远东职业

技术学院社科

联

资助

24JSGX200
济宁市校企合作中的利益诉求与共

赢机制研究
鹿亚珍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
自筹

24JSGX201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挫折承受

力影响机制及培养路径探析
相青 曲阜师范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 自筹

24JSGX202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初中生抗挫能力

现状与培养策略研究
薛翠 曲阜师范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 自筹

1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类别

24JSGX203 习近平新时代政德观研究 汪亚洲
济宁干部政德

教育学院

济宁干部政德

教育学院
资助

24JSGX20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基层社会

治理的机制研究
梁桂雪

济宁干部政德

教育学院

济宁干部政德

教育学院
资助

24JSGX205 中国古代政绩思想的当代价值 郝金金
济宁干部政德

教育学院

济宁干部政德

教育学院
自筹

24JSGX206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两创”与干部政德教育

课程建设

封斌
济宁干部政德

教育学院

济宁干部政德

教育学院
自筹

24JSGX20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与

启示——以济宁儒学下乡为例
步媛媛

济宁干部政德

教育学院

济宁干部政德

教育学院
自筹

24JSGX20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德思想

研究
胡宾

济宁干部政德

教育学院

济宁干部政德

教育学院
自筹

24JSGX209
《孔颜曾孟“四氏学”与圣裔教育

研究》
孟文晴 孟子研究院 孟子研究院 资助

24JSGX210
《孟子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研究》
董丽 孟子研究院 孟子研究院 自筹

24JSGX211
《孟子思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研究》
车成兰 孟子研究院 孟子研究院 自筹

24JSGX212
《峄山儒学碑刻深度解读与综合

研究》
王川 孟子研究院 孟子研究院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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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课题负责人： 联系电话：

经评审、公示，本课题列为 2024年度济宁市社会科学规划

研究项目。为确保高质量完成研究任务，课题组负责人和济宁市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社科规划办）共

同签订协议如下：

一、本协议书一经签订，课题组填写的《济宁市社会科学规

划研究项目申请书》即成为有约束力的协议。课题组必须遵守《济

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及市社科规划办公布的其

他有关规定，认真开展研究，树立创新意识和精品意识，恪守学

术诚信，不弄虚作假，着力推出高水平研究成果。

二、课题负责人责任

1.保证按时完成课题；

2.保证课题质量达到原课题设计的要求；

3.接受甲方的督促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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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成果（含在报刊发表或出版社出版）均要标明“2024

年度济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字样，否则，不予结题；

5.不能无故终止研究项目。

三、市社科规划办责任

1.督促、检查课题组是否按计划和要求开展项目研究；

2.审核经费的使用情况；

3.组织专家对研究成果进行鉴定；

4.做好研究成果的宣传转化等工作。

四、市社科规划办有权使用本成果的所有数据和资料，著作

权属于课题组。

五、课题组应在 2024年 10月 31日前完成本项目的研究，

并向市社科规划办提交以下材料：

1.《结项评审书》一式 4份（其中 1份匿名）；

2.最终研究成果一式 2份（其中 1份匿名）；

3.少于 2000字的成果摘要 1份及电子版；少于 5000字的成

果压缩版（电子版）。

4.研究成果如在报刊发表，提交成果发表报刊 1份；研究成

果如出版，提交样书 1本。

六、研究成果如不能按计划完成，则取消课题负责人在今后

3年内申报研究课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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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如有变更项目负责人、延长完成期

限、改变成果形式、研究内容重大调整、变更管理单位等重要事

项，项目负责人或所在单位必须及时报市社科规划办审批。

八、本协议一式三份，课题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

门各一份，市社科规划办存档一份。

课题负责人（签字） 工作单位（盖章）

济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盖章）

202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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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

序号 姓名 账户名称 银行卡号 开户行 备注

1 xxx 济宁 xx学院 3700168400805000xxx
中国 xx银行(济宁

xx支行)
济宁 xx学院 xxx（课题负

责人姓名）社科课题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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