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 

2024 年度课题申报公告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简称“中心”）为四川省教育厅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中心学术委员会同意，本中心 2024 年度申报

公告和课题指南挂网发布，并从即日起开始受理课题的申报。现将申报

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及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全会精神，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立足国家和四川省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针对社会建设领域的重大问题，坚持问题导向、质

量导向、发展导向，侧重应用研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四川发展新篇章

的重点任务，为治蜀兴川提供智力支持。 

二、申报内容 

（一）课题申报以重点项目研究和“精品”研究为目标，要具有前

沿性和原创性，能够充分反映四川农村社区治理的新进展，要求避免低

水平重复。要着眼于国际局势和新时代的特点，着眼于当代中国国情和

四川省情，注重研究我国尤其是四川省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全局性、战

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问题。 

（二）本年度设立课题指南，供申报者参考选题。申请人可以根据

自身的研究基础和学术特长，结合《课题指南》选择申报课题，也可以



自行拟定研究课题。在所有申报项目中，注重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优先

考虑以提出新颖观点且产生一定社会效益的研究报告为结题依据的项目

（研究报告须被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或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社会组织采纳，欢迎多部门、多单位采纳；结题时需附采纳证明）。 

三、申报条件与要求 

（一）按照四川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凡有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及各省教厅研究基地项目尚未结题者不得申报；申请者一般应

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者硕士学位）；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者

硕士学位）的，可以申请青年项目，不再需要专家书面推荐；青年项目

申请人和课题组成员的年龄均不超过 35 周岁（1989年 4 月 1 日后出生）；

课题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二）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出发，本中心鼓励青年学者积极申报课题，

尤其是青年学者申报的应用型课题，中心在立项时将予以倾斜。 

（三）为保证评审工作的公正性，严格评审纪律，在评审会召开之

前，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名义走访评审专家，一经发现，取消

申报资格。 

四、课题类别与资助经费 

本年度课题类别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自筹项目。

重点项目资助金额为 1 万元，研究时限不超过 3 年；一般项目资助金额

为 0.6 万元，研究时限不超过 2 年；青年项目资助金额为 0.4 万元，研

究时限不超过 2年；自筹项目不予经费资助，研究时限不超过 2年。 

五、申报方法与截止时间 

（一）申请者在中心网站(https://nczl.yibinu.edu.cn/)下载课题

申请书，按要求填写。课题申请书(1式 3 份，其中 1份原件，2份复印

件）由单位审查合格、签署意见后用邮政特快统一寄至本中心。同时将



申请书的电子文档发至中心邮箱。申请书缺纸质版或电子版，都将不进

入评审程序。 

本年度受理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 2024年 5 月 30 日截止。 

（二）请申报人加入中心 QQ 群（166950668），便于及时联系。项

目申报、立项和结题所需各种材料（包括课题指南、申请书、项目责任

书、项目管理办法等），可从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 QQ群下载，中心网

站的相关材料暂未更新。 

六、邮寄地址与联系方式 

中心地址：宜宾市酒圣路 8号宜宾学院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

644000 

电子信箱：ncsqzlyjzx@126.com 

联系人：付文静，电话：15775965687； QQ 群号：166950668 

 

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 

                                2024 年 4 月 15 日 



附件 

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 

2024 年度课题指南 

 

一、农村社区治理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1.“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四川乡村治理的结构转型研究 

2.“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国外农村社区治理经验研究 

3.农村社区治理法律与社会政策前沿问题研究 

4.四川低保边缘家庭救助的扩围增效研究 

5.四川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会保险参保政策研究 

6.四川民族地区“一村一幼”队伍建设与政策创新研究 

7.后脱贫时代四川相对贫困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研究 

8.党建引领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 

9.四川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与发展对策研究 

10.互联网慈善募捐运行机制和发展路径研究 

11.四川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优化策略研究 

12.四川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研究 

1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数字化研究 

14.各地农村社区治理的经验调查、模式总结及完善建议 

二、社会服务与农村社区发展研究 



15.“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整合机制研究 

16.四川未成年人保护的困境、问题与社会（社工）服务研究 

17.四川农村妇女发展的困境、问题与社会（社工）服务研究 

18.四川特殊困难老年人（散居特困、留守、独居、空巢、失能、重

残、高龄、失独等）的关爱服务机制研究 

19.四川农村残疾人无障碍社会服务研究 

20.四川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预防与干预机制研究 

21.四川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研究 

22.四川乡村组织体系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研究 

23.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 

24.新时代四川慈善事业与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三、农村社区矛盾预防与化解机制研究 

25.新时代四川县域社会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研究 

26.新时代四川农村社会矛盾的现状、成因和对策研究 

27.社会组织在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与路径研究 

28.社会工作化解基层信访矛盾的实践研究 

29.信访社会工作发展困境与运作机制研究 

30.农村信访问题的综合治理研究 

31.农村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的“四川经验” 

四、其它 

32.申请者认为有关农村社区治理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