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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社科〔2024〕2 号

德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关于申报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

规划 2024 年度项目的通知

各区（市、县）社科联，德阳经开区党群工作部，市级各部门，

各大中专院校社科联（科研处），各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市级各

学会（协会、研究会）：

经研究决定，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项目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省委十二届三次、四次全会和市委九届七次、八次全会精神，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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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

研究并重的原则，聚焦党委政府关心、群众关注、社会关切的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加强理论攻关，多建睿

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德阳提供有

力思想和智力支持。

二、申报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础研究要充

分反映本学科及相关研究领域新的进展，立足学科前沿，倡导原

创性和开拓性研究；应用研究要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强的决

策参考价值，注重研究德阳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

态文明建设中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课题。

三、《课题指南》条目只规定研究范围、研究方向和研究重

点，申请人可参考所列选题自行设计具体题目，没有明确的研究

对象和问题指向的申请不予受理和立项。也可以根据工作实际和

专业特长自选课题，但必须符合课题立项的指导思想，由具有相

当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并有较丰富前期研究成果的研究者申报。

申报课题的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承担省、市社科规

划课题尚未完成课题结项者不得申报。

四、所有正式立项的课题，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论文的必

须在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专著应在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完

成，逾期不接受结项申请。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能结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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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将被取消次年申报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资格。课题成

果经市社科联查重后,组织专家评审。对结项课题颁发《结项证书》

并拨付资助经费。

五、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面向全市社科研究机

构和社科工作者。市内社科工作者申报工作由各区（市、县）社

科联，德阳经开区党群工作部，德阳高新区党政办，市级各部门，

各大中专院校社科联（科研处），市级各学会（协会、研究会）

统一办理。各申报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对

选题及课题论证要严格审查，确保申报质量。

六、2024 年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申报所需的各种材料（包

括《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申请书》《课题设计论证

（活页）》）请从德阳社科网（http://www.dysskl.cn）“下载

专区”中下载。申请书 1 份，活页 3 份。申请人请按照《申请书》

的要求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七、申报时间为即日起至 2024 年 2 月 28 日止，各单位于 2

月 28 日前将申报资料送市社科联，申请书和活页电子版发邮箱

DYSSKL@163.COM，逾期不予受理。

八、申报课题一经立项，其研究方向、题目、主要参与者不

得轻易变更。确需变更的，请在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填写《德阳

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内容变更申请表》报社科联批准后方可

实施，否则不予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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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王福利

联系电话：0838—2313404 18981028712

通讯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庐山南路一段166号208室

邮政编码：618000

附件：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项

目课题指南

德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4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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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项目课题指南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重点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阐释工程

1.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2.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3.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5.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6.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

7.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研究

8.人大政协制度理论和工作研究

二、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研究阐释工程

9.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研究

10.贯彻落实德阳市委九届六次、七次、八次全会精神研究

11.以工业强市为引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策研究

12.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对策研究

13.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对策研究

14.发展机械装备、材料化工、食品饮料、数字经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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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业对策研究

15.加快建设世界级重大装备制造基地对策研究

16.中国装备科技城建设对策研究

17.争创全国“两业”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

合）试点城市对策研究

18.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引领，加快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

策研究

19.坚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对策研究

20.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建设对策研究

21.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对策研究

22.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通对策研究

23.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对策研究

24.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打造高品质生活之城对策研究

25.强化城市精细管理，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对策研究

26.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对策研究

27.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对策研究

28.提升社会公众满意度对策研究

29.全方位深化开放合作，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研究

30.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对策研究

31.高水平健康德阳建设对策研究

32.平安德阳建设对策研究

33.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建设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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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加强基层治理制度创新能力建设对策研究

35.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策研究

36.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究

37.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强市对策研究

38.加快建设德阳大学科技园对策研究

39.盘活低效闲置土地对策研究

40.加强成德同城化飞地经济合作对策研究

41.提升德阳城市人气商气对策研究

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阐释工程

42.加快建设文化强市旅游强市对策研究

43.德阳历史名人（李冰、“一门三孝”、铜山“三苏”、张

栻、李调元等）文化传承研究

44.德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研究

45.传承弘扬德阳传统民俗节日研究

46.德阳三国蜀汉文化保护利用研究

47.蜀道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研究

48.德阳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49.工业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50.德阳古镇古村落文化研究

“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三星堆古蜀文明研究”专项课题按

有关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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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