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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潮州市 2022 年度社科规划项目申报指南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与理论创新研究

2.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内在逻辑和当代价

值研究

3.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研究

4. 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

径研究

5. “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性研究

6. 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研究

7. 加强“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研究

8. 加强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和社会认同研究

二、基础性研究

9. 潮州文化源流研究

10. 潮州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研究

11. 潮州畲族文化研究

12. 建设世界潮人精神家园研究

13. 潮州古城变迁史研究

三、应用对策研究

14. 打好“干部思想作风转变”战役研究

15. 打好“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战役研究

16. 打好“资源配置优化”战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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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构建“金色韩江发展轴”区域发展格局研究

18. 构建“蓝色海洋经济带”区域发展格局研究

19. 构建“绿色生态发展带”区域发展格局研究

20. 打造特色产业发展高地研究

21. 打造文化强市建设标杆研究

22. 打造中小城市美的典范研究

23. 打造全域现代治理样板研究

24. 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研究

25. 推进“全面提升改革开放水平”研究

26. 推进“全面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研究

27. 推进“全面提升文化兴盛水平”研究

28. 推进“全面提升城乡建设水平”研究

29. 推进“全面提升低碳发展水平”研究

30. 推进“全面提升社会建设水平”研究

31. 打造“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融合发展”城市

研究

32. 高质量规划韩江新城、全方位提升城市品质研究

33. 古城区交通“疏堵保畅”研究

34. 潮州市“数字政府”建设研究

35. 潮州市现代食品产业集群研究

36. 国企和重点项目投融资渠道研究

37. 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研究

38. 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研究

39.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

40. 潮州市民生事项综合改革研究

41. 潮州市社会救助、医疗卫生、养老保障一体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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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42. 深化简政放权改革、推动事权向基层延伸研究

43. 实施义务教育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研究

44. 潮州市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

45. 新发展理念与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46. 潮州传统产业竞争力与自主创新能力研究

47. 传统产业转型期地方产业人才特征及靶向聚力提升

研究

48. 乡村振兴中的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49.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和利用研

究

50. 把握“湾+带”联动机遇、深度参与“一核一带一区”

建设研究

51. 潮州融入参与“双区”建设研究

52. 潮州创建国家级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示范区研究

53. 潮州创建省文化金融合作示范区研究

54. 潮州建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研究

55. 加快发展低碳产业、打造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研究

56. 推进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研究

57. 打造电商平台、做大潮州特色产业研究

58. 健全市域社会矛盾风险综合治理机制研究

59. 发挥“智治”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支撑作用

研究

60. 以党建工作为引领、构建城乡基层党建新格局研究

61. 潮州市红色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62. 潮州市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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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茂芝会议红色文化资源价值挖掘利用研究

64. 推动潮州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

65. 潮州市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对策研究

66. 潮州市创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对策研究

67. 潮州古城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与利用研究

68. 潮州城市形象宣传研究

69. 潮州文化的国际推广策略与实践研究

70. 网络外宣视角下加强潮州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研究

71. 创建“世界美食之都”的对策研究

72. “世界美食之都”视角下潮州菜传承与创新路径研

究

73. “粤菜师傅”工程的潮州样本研究

74. 潮州工夫茶文化研究

75. 潮州市“创文”视域下加强家教家风建设研究

四、潮州书院文化专项共建课题条目

按照《潮州书院文化专项共建课题的合作协议》，该专

项仅由韩山书院组织申报。

76. 韩山书院山长温仲和诗文集研究

77. 韩山书院山长黄钊诗文集研究

78. 韩山书院山长龚元玠诗文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