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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社科联函〔2024〕3 号

关于2024年鄂州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立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各课题组：

经专家组评审，市社科联决定立项 2024 年鄂州市社科

应用研究课题共 203 项，现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1），

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结项时间及材料要求

所有课题必须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完成结项，逾期

未完成的一律撤题。结项时请向市社科联提交以下材料（计

3 种共 7 份纸质材料）：

①结项表 1 份（附件 2，封面加盖承担单位公章）；②

结项研究报告 5 份(附件 3，用于评审，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

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资料)；③结项研究报告查重证明 1 份，

查重率不得超过 15％；并将第①②③项电子版发至市社科联

邮箱：EZSSKL06@163.com。

二、课题结项评审及资助办法

市社科联将组织专家对所有拟结项课题进行评审。对于

优秀结项成果，将在市社科联主办的《研究报告》或《鄂州

社会科学》上予以刊发。凡结项评审前需对外公开发表、正

式出版或内部刊发的项目课题，须报经市社科联同意，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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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鄂州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信息，违者不予结项。对评

审不合格的项目课题，不予结项。

根据结项评审结果及课题类型，拟从通过结项的课题中

评选出“鄂州智库”课题 10 项、指导性课题 50 项、一般性

课题若干项。“鄂州智库”课题和指导性课题分别给予相应

等次的经费资助；一般性课题无经费资助。“鄂州智库”课

题设一、二、三等，分别给予 0.8 万、0.6 万、0.5 万元资

助；指导性课题设一、二、三等，分别给予 0.4 万、0.3 万、

0.15 万元资助。“鄂州智库”课题和指导性课题资助经费在

课题结项评审评选完成后一次性拨付。

三、及时认真做好课题调研

请各已获立项课题承担单位和课题组在接到本通知后，

及时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各课题承担单位要加强对课题研究

的督办和指导，努力形成高质量的课题调研成果。若有其他

未明事宜，请与市社科联联系。联系人：尹智源，联系电话：

027-60830078；地址：市政府综合楼 411 室。

附件：1.2024 年度鄂州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2.2024 年度鄂州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结项表

3.2024 年度鄂州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结项研究报告

纸质版印制格式

鄂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4 年 4 月 19 日



附件1

2024年度鄂州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联系人

003 自由贸易航空港背景下鄂州打造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发展路径研究 市委政研室 熊  超

059 对鄂州依托花湖国际机场建设“双循环”战略枢纽城市的思考 市政府研究室 伍  煜

155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市委党校 闻新国

130 鄂州空港综保区产业体系构建及监管模式创新研究 市委政研室 李  达

142 培育科技金融生态推动武汉新城鄂州片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探究 市人行 肖  琰

063 “四链”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鄂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分析 市委党校 曹  蕾

064 鄂州临空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及政策效应研究 市委党校 李  娟

120 研究借鉴国内外航空枢纽正反经验 加快打造花湖国际自由贸易航空港 市委政研室 杨  旸

150 关于鄂州市打造国际综合贸易数字服务平台的对策研究 市国资委 黄  俊

010 鄂州花湖自由贸易航空港物流发展策略研究 武汉纺织大学 李嘉恒

065 武汉新城葛店经开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市委党校 鲁君俐

003 关于全域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市委政研室 熊  森

138 花湖机场航空货运发展特点分析研究 市临空物流发展服务中心 刘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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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联系人

169 数字经济助推鄂州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钟  宇

192 数字经济时代鄂州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王  涛

146 新时代推动鄂州城市和产业“双集中”高质量发展研究——以花湖机场为例 市发改委 徐  威

077 医疗健康大数据在提升鄂州市医联体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中的应用研究 市中心医院 张  倩

218 鄂州铁水公空高多式联运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策略与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卫志刚

131 花湖国际自由贸易航空港海关监管模式创新研究 鄂州海关 胡  珩

181 鄂州市铁水公空高多式联运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对策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张  璟

276 关于对花湖机场打造国际自由贸易航空港的思考 市政府办公室 曹  林

166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鄂州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 长江职业学院 李志林

016 关于双循环背景下打造花湖国际自由贸易航空港的路径思考 九三学社鄂州市委 王  云

212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视域下鄂州生态文明建设对策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张  丹

006 鄂州市深化以控制成本为核心 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研究 市发改委 陈  刚

034 建设鄂州花湖机场供应链平台的路径研究 市委政研室 娄跃辉

229 加快推进鄂州城市和产业“双集中”高质量发展对策调查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周  鹏

144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赋能鄂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市司法局 杨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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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联系人

193 鄂州四化同步发展水平及对策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赵  欣

128 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促进城市和产业集中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市委政研室 熊  超

092 整合资源共建“医康养护”共生服务体系研究 市中心医院 郭  莉

121 以新型工业化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鄂州实践 市政府研究室 谢圆圆

007 鄂州市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践与思考 市发改委 刘  菲

209 双轮驱动下鄂州市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陈云灿

270 基于花湖机场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的思考 鄂州职业大学 吴晓婷

060 鄂州向“机场城市”转变进程中城市更新创新路径研究 市委政研室 何  纤

190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赋能鄂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刘  赟

157 关于推动梧桐湖大学城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市政府办公室 吴宏发

220 鄂州市防控金融风险对策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朱亚平

038 鄂州以数实融合发展助推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对策研究 市政府研究室 杨  缘

252 基于POI数据的鄂州市城市绿地服务空间分布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王  璨

040 两大省级发展战略加持下的鄂州“和美”乡村建设路径和对策研究 市档案馆 刘国安

225 浅析鄂州花湖机场国际自由贸易航空港建设路径 鄂州职业大学 周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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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联系人

171 AIGC人工智能技术在花湖机场中的运用路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王婷婷

245 关于发展鄂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谢智芳

168 武鄂黄黄同城一体化背景下鄂州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研究 长江职业学院 俞  俊

119 以供应链思维构建鄂州钢铁生态圈的思考与建议 市政府研究室 伍  煜

137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武汉新城葛华片区建设 市工商联 李  智

005 新时代鄂州基础教育问题研究 市委办公室 王  奎

053 中共建党鄂州“三杰”研究 市档案馆 吴壮志

259 鄂州市新质生产力现状、特点和发展路径 鄂州职业大学 葛中泽

100 我市儿童食品安全现状与对策 市中心医院 韩  丹

041
关于以梁子湖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推进武汉新城鄂州区域“四化同步”高质量发展
的对策研究

市政府办公室 刘子召

140 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助推省级重大战略部署在鄂州落地落实 市纪委 黄亚峰

205 加快鄂州航空物流数字化平台建设与应用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柳志刚

062 鄂州文脉传承对策研究 市社会科学研究会 王龙芳

158 从国内外新城建设经验教训展望武汉新城未来发展 市政府办公室 葛怀海

118 高标准建设武汉新城  扛好以鄂州所能服务湖北所需的使命担当 市政府研究室 季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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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联系人

009 基于产业生态圈的鄂州市服务型政府视角下临空经济示范区管理模式研究 武汉纺织大学 费轶豪

141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鄂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市统计局 黄显明

054 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立法研究 市人大 廖  丹

156 以数字经济为支撑培育新质生产力 推动鄂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政府办公室 葛  军

187 航空城市建设背景下的新时代鄂州城市精神培育 鄂州职业大学 高  俊

061 武昌鱼文化助推提振强市战略支撑的路径探析 市社会科学研究会 潘忠贤

149
持续完善鄂州市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体系 为推进我市省级重大战略实施树牢“指
挥棒”

市督查考评办公室 欧良锋

249 关于打造鄂州版“水墨江南”的思考 鄂州职业大学 瞿思思

013 鄂州市中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泽林高中 陈永红

095 我市育龄期妇女健康现状与保健对策 市中心医院 胡  冬

160 鄂州市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 市政府办公室 方  伟

159 鄂州主城区社区养老问题研究 市政府办公室 冯婷婷

234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鄂州智慧城市建设与应用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王  刚

055 鄂君启节的商品物流文化价值及现实意义问题研究 市住建局 周文彧

183 双循环下鄂州市数字贸易发展的综合评价研究——基于熵值法与TOPSIS 鄂州职业大学 吴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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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联系人

008 关于临空经济区“一区四园”发展情况的研究 市委办公室 徐未游

145 关于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关键 推动武汉新城省级战略成势见效对策研究 市发改委 夏立志

037 鄂州三国吴都历史地位研究 市关工委 高  舣

219 数字贸易赋能鄂州市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熊  英

271 协同治理视角下加强鄂州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邵晓红

106 公立医疗机构协同多部门联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实践研究 市中心医院 张  莹

188 “双减”与“双增”政策下鄂州小学体育课后服务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王景秋

122 鄂州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解析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钟  卫

262 鄂州市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策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周美容

153 观音阁保护性开发对策研究 鄂城区委宣传部 彭易涛

011 能动司法理念下诉源治理助力鄂州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 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梦馨

048 鄂州市医联体建设新模式研究 市中医医院 邵先志

115 医院与社区共同缔造的实践与思考 市妇幼保健院 王  芬

124 鄂州市生活饮用水安全现状及风险评估 市疾控中心 吴远耀

132 以“民宿+”激活鄂州城乡融合高质量新动能的思考和建议 市政府研究室 杨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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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联系人

026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鄂州乡村文化研究 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孙  晨

201 新质生产力推动鄂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鄂州职业大学 黄  明

066 助力鄂州文旅“出圈”对策建议 市委党校 沈凤蛟

143 关于加强鄂州市开发区行政执法体制建设的思考 市司法局 江细婷

015 新时代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以鄂州市近5年新收案件为视角 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霁萱

134 中共早期党员刘伯垂研究 市老促会 陈  敏

260 低碳经济视域下鄂州市绿色物流发展策略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方  艳

263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鄂州市数字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余伟兵

139 建全建强我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循环经济产业链 市政协办公室 张  豪

202 数字经济背景下鄂州农村电商直播赋能乡村振兴的策略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童慕兰

215 鄂州历史文化中的“廉洁文化”融入“清廉鄂州”品牌建设的路径探析 鄂州职业大学 袁江顺

273 鄂州高技能人才培养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融合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占凡华

178 鄂州市数字经济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韩世芬

244 向“新”而行加快发展鄂州市新质生产力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李雪霞

174 三国文化与鄂州文化产业发展 鄂州职业大学 吴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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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联系人

248 1938年日寇侵略鄂城（鄂东）军用地图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余三毛

151 关于推进我市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调查与思考 市自规局 曾慧辉

114 鄂州市妇女儿童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市妇幼保健院 高晓霞

191 长江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一市一策”方案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杨  浩

221 繁荣发展鄂州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的调查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张诗悦

186 鄂州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局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高  俊

238 武汉新城鄂州片区宜居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态系统耦合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洪爱蓉

258 鄂州强化招商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黄先平

126 鄂州市食品与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研究 市疾控中心 夏  超

231 培育民航飞机维修产业  赋能鄂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鄂州职业大学 苏汉平

024 “大思政课”视域下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 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梦瑶

235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研究——基于鄂州职业大学帮扶村农科村的调查
与思考

鄂州职业大学 谈  寂

001 发挥台侨企业积极作用 助力鄂州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 冷玥瑶

039
强支撑 优服务 保安全 促发展——公共检验检测事业与临空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
研究

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付冰倩

264 文旅融合背景下如何借助博物馆旅游推动鄂州文化旅游发展 鄂州职业大学 刘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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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 高质量发展下的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探讨 市自规局 胡红卫

266 城乡融合四化同步视角探讨鄂州高质量发展对策 鄂州职业大学 吴世成

257 新发展格局下鄂州推进社区康养建设的路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杨  端

216 社会化抚养在“养老托幼”方面的可行性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袁江顺

136
关于深化“研发在武汉、转化在鄂州”模式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
路径探索与研究

市科技局 张  东

272 鄂州市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金名片”建设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蒋  莎

213
短视频浪潮下高校“大思政课”文化育人的困境与路径探析——以鄂州红色文化短
视频为例

鄂州职业大学 陈云灿

014 樊口春酒文化的价值研究 市吴都文化研究所 陈运东

223 探索本地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助力鄂州市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 鄂州职业大学 赵  静

203 临空经济视域下职业院校航空专业人才培养实施路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高兴国

176 临空经济视域下职业人才培养对策研究——以鄂州职业大学为例 鄂州职业大学 柯  雁

083 医联体内双向转诊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以鄂州医疗集团为例 市中心医院 张胜凯

123 鄂州市湿地福寿螺入侵与病原携带调查及防控策略 市疾控中心 陈  林

036 鄂州市基层文化馆（站）发展现状与路径研究 市群艺馆 沈  萌

154 城市文旅发展视域下利用新媒体打造鄂州地域特色文化IP 鄂城区委宣传部 张嘉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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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 基于一院两区模式的医养结合服务标准化实践探索 市中心医院 杨子芬

275 基于“双集中”理念的鄂州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策略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张华春

180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李  婷

017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行为机理与实践模式研究——以鄂州市为例 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拾成

239 创新教联体建设 助推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以鄂州为例 鄂州职业大学 田晓波

103 提高我市120急救效能的对策探讨 市中心医院 刘继卫

004 鄂州重点特殊群体保障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市委办公室 王  奎

094 以需求为导向的鄂州地区老年人医养结合需求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市中心医院 姚  兰

165 基于职业教育社会化思想的“中国药谷”政校行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研究 长江职业学院 王  堃

210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鄂州教联体建设路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胡欢欢

167 围绕加快武汉新城鄂州片区建设构建高质量区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协同机制研究 长江职业学院 陈  波

148 基于“双集中”“乡村振兴”背景下全域推进教联体建设的创新实践 市教育局 黄朝波

196 提升高职学生群体就业竞争力问题研究——以鄂州职业大学为例 鄂州职业大学 向锦明

265 振兴鄂州市小微企业管理的低代码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詹良材

197 鄂州市“梁子湖渔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与再创造 鄂州职业大学 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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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鄂州红色革命文化融入湖北高职院校大思政课建设的研究和实践 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杜素珍

251 依托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以鄂州职业大学思想政治教学实践基地为例 鄂州职业大学 朱亚平

267 基于P-WPDRRC模型的鄂州市校园网络安全体系建设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何朝阳

224 探索养老托幼一站式服务模式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秦  科

002 乡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市审计局 姜筱莉

254 非遗资源视域下鄂州民俗节日文化的挖掘与重塑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罗保川

099 “一体化全程呵护”医联体联动式延续护理服务 市中心医院 龚  雪

102 医保付费（DIP）改革对医院内感染影响的研究 市中心医院 刘珍珍

028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学对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影响研究 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谭  红

211 鄂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调查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吴  婷

163 鄂州文化定位和推广策略探究 长江职业学院 刘  倩

250 “大思政”视域下鄂州市大中小学心理育人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李如意

237 鄂州创建养老服务能力建设基地助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童智敏

233 跨文化叙事传播策略下鄂州城市国际化进程路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潘宏友

236 新时代鄂州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谈  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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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四下基层”要求下的“三全育人”方法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蔡仲儒

127 鄂州市慢性病重点人群防治对策 市疾控中心 秦  艺

162 鄂州民俗文化旅游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长江职业学院 秦  娜

058 武鄂协同背景下乡村学前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研究 武汉东湖学院、市委办公室 李  阳

243 武汉新城建设背景下鄂州市建筑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实施路径探究 鄂州职业大学 余安洋

200 鄂州乡土文化与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对策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柯希茜

012 构建四个体系 擦亮三国吴都金名片 市博物馆 邓诗剑

033 鄂州小学思政课社会实践教学的现状、挑战与创新路径研究 新民街小学 汪厚强

135 鄂州市大中小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市教学研究室 杨  莉

105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医联体改革对基层卫生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 市中心医院 王  艳

269
高职院校专业群服务地方经济的模式与功能研究——以鄂州职业大学模具智能制造
专业群为例

鄂州职业大学 李怀功

052
关于全面挖掘利用鄂州葛洪文化资源 合力打造独具鄂州特色和优势的葛洪文化品
牌研究

市社科联 何牧真

204 关检机构改革背景下进口食品海关安全准入防控风险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胡  星

247 鄂州非遗文化融入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创新与实践 鄂州职业大学 吴丽芳

164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培训体系研究——以鄂州市为例 长江职业学院 张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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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弘扬红色革命文化 推进鄂州文化强市建设 鄂州职业大学 宋其湖

019
“终身学习”视域下推进线上课程资源建设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实践研究——
以鄂州市为例

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钱  诗

029 鄂州市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杜素珍

110 鄂州市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医疗类网络直播风险意识调查 市中心医院 杜  锋

035 青年发展型城市研究思考 团市委 鲁如怡

214 鄂州地域文化融入大中小学美育工作的实施路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谢  品

147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路径改革创新实践研究 市教育局 杨汉杰

194 提升鄂州市中小学思政课针对性与实效性的地方特色教学路径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邬琳娜

241 “双创”背景下党建与事业融合发展实践探索 鄂州职业大学 蔡仲儒

043 以“党建+”引领公立中医院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以鄂州市中医医院为例 市中医医院 吕  焱

133 以盘活为推手 推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高效利用 市财政局 肖  爽

256 职业院校抓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高质量“五育并举”体系改革实践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霍  瑛

195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视域下的鄂州红色资源运用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谢  品

255
“知、行、创”三维一体 数字赋能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中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及
对策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毕春意

179 鄂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于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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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武鄂黄黄都市圈背景下鄂州高职服装专业产教融合实践与效果评估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邓茂兰

274 依法治校对鄂州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意义 鄂州职业大学 沈丹琼

044 医联体双向转诊分级诊疗的问题分析 市中医医院 熊前荣

109 团队协作网络直播教学模式在鄂州市教学医院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市中心医院 杜  锋

268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  做实做强鄂州铜镜文化名片 鄂州职业大学 刘学文

091 基于精细化管理的后勤管理系统 市中心医院 程  凯

170 构建鄂州特色廉洁文化品牌长效机制的思考 鄂州职业大学 黄治勇

070 地市级公立医院中层干部精细化考核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市中心医院 张  倩

030 鄂州文化文物资源融入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  瑾

081 体检重要异常结果管理对提高鄂州市农村老年居民健康意识的研究 市中心医院 田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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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度鄂州市社科应用研究

课题结项表

课题名称:

负 责 人:

申报单位: （盖章）

申报日期:

联系电话:

鄂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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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者的承诺：

我对本人填写的本表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本人将按照学术规

范开展课题研究，维护学术诚信、遵循学术道德，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发生，保证没有知识产权的争议，保证不出现政治方向错误的观点。

如获批立项，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鄂州市社科应用

研究课题管理有关规定，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研究成

果。鄂州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管理机构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和资

料。若填报失实、违反规定，本人将承当全部责任。

申报者（签章）：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承诺：

本单位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鄂州市社科应用研究

课题管理有关规定，为本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并做好课题研究

的协调和管理工作，对本课题的完成提供信誉保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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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课题类别

申 报 人 性 别 出生年月

专业职称/

行政职务
研究专长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手机： 办： 邮箱:

其他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主要参与者(需包括申报人与其他联系人)

姓 名 性 别
专业职称/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负责分工

完成时间

填表说明：1.课题类别分为党的建设类、综合类、经济发展类、社会治理类、社

会民生类和文化历史类。

2.负责分工可填：资料整理、调研、起草、修订、审核、校对等。

3.主要参与者需包括申报人与其他联系人。



— 4 —

二、结项报告介绍

项目名称

成果形式 成果字数 完成时间

完

成

情

况

（结合申报表的时间安排，简述课题完成情况，200-400 字）

成

果

摘

要

（以结项研究报告为基础，简述研究成果，400-600 字）

填表说明：成果形式包括调研报告、学术论文、分析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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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人所在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四、专家组评审意见

年 月 日

五、市社科联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

附件 3

2024年度鄂州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结项研究
报告纸质版印制格式（纸质版报告一式五份）

大标题（方正小标宋简体，二号字体）

正文（仿宋_GB2312，三号字体,行间距 30 磅）……

一、一级标题（黑体，三号字体）

二、……

三、……

（一）二级标题（楷体_GB2312，三号字体）

（二）……

（三）……

1.三级标题（仿宋_GB2312，三号字体，加粗）。2024

年鄂州市社科应用课题……。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