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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眉社联发〔2022〕18号

眉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关于印发《眉山市 2022年社会科学研究
规划专项课题结项目录》的通知

天府新区眉山党工委党群工作部，各县（区）社科联，市内各高

校：

按照眉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关于印发<眉山市 2022年社

会科学研究规划专项课题目录>的通知》（眉社联发〔2022〕8

号），共立项市级规划课题 54项。经组织市内外专家综合评审，

《仁寿县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建设研究》等 5项课题评定

为优秀等次，《基于培养学生传承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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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8项课题评定为合格等次，准予结项。

附件：眉山市 2022年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结项目录

眉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2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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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眉山市 2022年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专项课题结项目录

序号 课题责任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组组

长
职务 评定等次

1 仁寿县委党校
仁寿县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优化建设研究
饶  琴 仁寿县委党校教师 优秀

2
眉山职业技术学

院

以习近平总书记家庭家教家风

重要论述为指导，提升家庭教育

指导质量的对策研究——以眉
山市为例

张雪艳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
育系主任、教授

优秀

3 东坡区委党校

东坡文化永馨香 家教家风活水
来——对苏东坡家族墓地遗址
保护传承利用的调查和思考

张  盖 东坡区委党校二级主任科
员

优秀

4
四川城市职业学

院

基于数字赋能都市现代农业园

区新产业新业态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模式及路径的研究

曾国贤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经济管

理学院院长助理
优秀

5 洪雅县委宣传部
田锡正人精神的历史影响和时

代价值研究
冯露西

洪雅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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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眉山天府新区实
验学校

基于培养学生传承本土优秀传
统文化的实践研究 吴雪峰

眉山天府新区实验学校副
校长

合格

7 东坡区经济合作
局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东坡机遇
和未来展望 谢  劼 东坡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

长
合格

8 东坡区委党校 乡村振兴背景下眉山农业产业
现代化发展的调查研究——以
东坡区为例

王  勇 东坡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合格

9 四川东坡中国泡
菜产业技术研究
院

中国泡菜文化追溯及宣传保护

汪冬冬
四川东坡中国泡菜产业技
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合格

10 彭山区委宣传部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乡
风文明建设的思考—以眉山市
彭山区为例

梁  兰 彭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合格

11 彭山区委宣传部
江口汉崖墓的历史成因和时代
价值研究

梁  兰 彭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合格

12 彭山区纪委监委
传承三苏家风，推动彭山区党风
廉政建设的思考

任  柱 彭山区纪委常务副书记、区
监委副主任

合格

13 彭山区委组织部
关于新形势下加强社区党员教
育管理的探索与思考

杨  鑫 彭山区委远教中心主任 合格

14
彭山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从韧性城市规划视角下对城市
减灾防灾工作的探索和思考

冯南溪
彭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局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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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彭山区档案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档
案资源开放利用和价值多元转
化的路径研究——以彭山为例

辜  欣 彭山区档案馆馆长、区党史
和地方志编撰中心主任

合格

16 仁寿县委组织部
仁寿县城市社区社联经济发展
模式探究

兰浩洋
仁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
建办主任

合格

17 仁寿县委统战部
创新视角下生态环境治理约束
及对策浅析

徐  庄 仁寿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

合格

18 仁寿县法院
基层法院优化营商司法环境的
现状检视与路径完善——以仁
寿县人民法院案件为分析视角

颜  毅 仁寿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合格

19
仁寿县农业农村
局

关于创新农业全产业链社会化
服务推进乡村振兴的思考

何建普 仁寿县委农办专职副主任 合格

20 丹棱县政府办
推进丹棱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路径的研究

吉君福
丹棱县政府党组成员、三级
调研员

合格

21 丹棱县社科联
关于丹棱县“茶马古道”保护利
用的思考和建议

胡崇艳
丹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
社科联主席

合格

22
青神县竹编产业
园区管理委员会

探索“两山”转化路径  建设竹
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张  旭 青神县竹编产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党工委书记

合格

23 青神县纪委监委
传承弘扬苏母家风 强化党员干
部家风建设 助推新时代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开展

李星世 青神县纪委监委委员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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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青神县委党校 促进产业振兴的眉山实践研究 冉珏瑶 青神县委党校专职教师 合格

25
眉山职业技术学
院

“三苏”家风在高职院校学生文
化自信培育中的建构路径研究

袁  娇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商贸旅
游系党总支副书记、副教授

合格

26
眉山职业技术学
院

乡村振兴视角下眉山市家庭农
场融资及风险管理研究

李勇胜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合格

27
眉山职业技术学
院

“立德树人”引领高职院校创新
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机制研究

廖  敏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
事部副部长、副教授

合格

28
眉山职业技术学
院

探索构建“五位一体”就业模型，
推进高职院校毕业生高质量就
业的研究

翁燕玲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天府新
能源新材料产业学院专任
教师

合格

29
眉山职业技术学
院

“三苏”家文化与全面从严治党
研究

刘  刚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
事部干事

合格

30
眉山职业技术学
院

新形势下地方政府促进高校毕
业生本地就业创业的对策研究

潘复超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副处长、眉山市职业指导促
进会副会长

合格

31
眉山职业技术学

院
眉山市柑橘品种品质综合评价 周  锐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专任教

师
合格

32
四川工商学院

眉山市丹棱县乡村振兴背景下
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的存续与
发展 李清亚

四川工商学院艺术学院副
教授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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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四川工商学院

三苏文化资源培育当代大学生
文化自信的路径研究 张  舒 四川工商学院教师

合格

34
四川工商学院

三苏家风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 杨  华

四川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专任教师

合格

35
四川工商学院

从抗疫斗争伟大实践中挖掘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思考 乔  鸿 四川工商学院教师

合格

36
四川工商学院

眉山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
发展研究 张艺川 四川工商学院教师

合格

37
四川工商学院

眉山市城区灾害形成机理及应
急避难空间优化研究 谢相益

四川工商学院建筑工程学
院讲师

合格

38
四川科技职业学
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仁寿县乡
村旅游开发策略研究

龙晓英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总裁办
主任

合格

39
四川科技职业学
院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眉山地
区旅游与社区协同发展研究--以
仁寿县黑龙滩镇为例

陈  帆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处
处长

合格

40
四川城市职业学

院

眉山市养老服务设施服务质量

研究——以东坡区为例
曾  莉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专业负

责人
合格

41
四川城市职业学

院

眉山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下的高

校知识型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李  娟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专职教

师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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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四川城市职业学

院

新媒体形势下基于“三苏”家风
的新时代家风建设传承模式研

究

王钰婷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经济管

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
合格

43
四川城市职业学

院

三苏家庭教育思想对新时代家

庭教育的影响
喻晋珣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教师 合格

44
眉山药科职业学
院

疫情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压力的
舒缓和对应策略

王  涛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讲师 合格

45
眉山药科职业学
院

丹棱县万年村乡风文明建设的
案例研究

刘  霞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药学院
党总支副书记

合格

46
天府新区信息职
业学院

高职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
赋能

钟克勋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副
院长

合格

47
天府新区信息职
业学院

苏轼诗词歌曲的推广与创作研
究

景志明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党
委书记、督导专员、二级教
授

合格

48
天府新区航空旅
游职业学院

文旅融合视角下眉山市乡村旅
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熊文浩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
院教师

合格

49
成都艺术职业大
学

非遗竹编在中式文化空间中的
应用

王虹妍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教研室
主任

合格

50
成都艺术职业大
学

仁寿“抬工号子”的文旅融合品
牌塑造探究

陈  君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副教授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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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成都艺术职业大
学

苏东坡诗词中的古琴艺术与“三
家”思想美学研究 古荣霞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助教 合格

52
成都艺术职业大
学

苏东坡古琴音乐美学思想研究 何  娜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音乐学
院副院长

合格

53
成都艺术职业大
学

眉山月光经济与音乐文化的融
合发展研究

冷楚楚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音乐学
院讲师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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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            2022年 12月 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