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宿迁新型城镇化建

设研究

陈升山

蒋亚华

宿迁市社科

联

重点

培育

4
地方新型智库建设体系机制改革方案研

究
石 奎

南京市社科

联

5
文旅“融合发展”存在问题及其路径优化

研究——南京外秦淮河为例
李富慧

南京市鼓楼

区社科联

6
构建“1+9”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 打造

新时代“枫桥经验”六合版
袁祝祥

南京市六合

区社科联

7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基层传播路

径探析
杨 晨

南京市建邺

区社科联

8 塑造秦淮河超级 IP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王赵海
南京市秦淮

区社科联

9
政协“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与基层

社会治理相融合的调研
罗 敏

南京市雨花

台区社科联

10 创新区县社科联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韩晓华
南京市高淳

区社科联

11
数智化引领浦口区产业现代化战略与对

策研究
黄文杰

南京市浦口

区社科联

12
共同富裕视阈下江宁区高质量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张永军

南京市江宁

区社联

13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地校意识形态联动机

制研究
史学经

南京市栖霞

区社科联

14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的理论和实证研

究——以苏南多个县市区实践比较为例

陈海峰

包 卿

江阴市社科

联

15
宜兴市园镇（街）一体化运行改革的实

践探索研究

戴菊华

池慧灵

宜兴市社科

联

16
文化强国视域下徐州汉文化传承与发展

研究
李佳衡

徐州市社科

联

17
大运河文化带新沂段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研究
王 燕

新沂市社科

联

18
探索红色基因传承的创新路径——以瞿

秋白红色音乐作品研究和宣传运用为例

马 凌

汤 杰
常州市钟楼

区社科联

19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的“人人社区共同

体”建设

苏春菊

徐志伟
常州市钟楼

区社科联

20
苏州市新型智库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

建议
钱 海

苏州市社科

联



21
提升县域社会治理能力的调研与思考

——以常熟市为例
时映光

常熟市社科

联

22
昆山推进台资企业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思路研究
殷存毅

昆山市社科

联

23
红色文化传承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有机

融合研究
魏 欣

张家港市社

科联

24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吴江探索与

实践
王锦源

苏州市吴江

区社科联

25 江南蚕桑文化研究：以浒关地区为个案 徐 群
苏州市高新

区社科联

26 法官助理职业发展路径实证研究 吴 岚
太仓市社科

联

27
深度老龄化背景下如东人口集聚新路径

研究
孙陈建

如东县社科

联

28 海安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陈 楷
海安市社科

联

29 如皋市生态治理的实践研究 高 佳
如皋市社科

联

30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小城镇 高水平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启东市小城镇建设

升级行动的探索实践

陆健伟
启东市社科

联

31
后万亿时代南通市崇川区开放开发方略

研究
冯志宏

南通市崇川

区社科联

32
通州硬核区建设背景下推进法治化营商

环境建设研究
陈泉江

南通市通州

区社科联

33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研究——基于南通市海门区高质量对接

“沪苏”的战略导向

顾青山
南通市海门

区社科联

34
构建科学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研究——以

淮安市为例

朱鸿雁

万 茹

淮安市社科

联

35 关于实施网络“涟”心工程的探索与实践 郎跃明
涟水县社科

联

36
发展全域旅游 打响“欢乐蟹都 水韵洪

泽”品牌实践研究
何延超

淮安市洪泽

区社科联

37 打造淮阴道德高地对策研究 丁 洋
淮安市淮阴

区社科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