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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普及“启航工程”建设经验交流 

镇江市社科联 

 

2017 年镇江社科普及工作以《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

条例》为引领，着力创新，突出共建，加强联动，有效提升

了“启航工程”品牌建设和服务水平。 

“启航工程”的宗旨或定位是：通过普及人文社科知识，

启迪民智、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护航发展。2017 年“启航

工程”重点实施了四大行动计划，在社科普及方式、载体、

模式、内容、队伍等方面开拓创新，努力实现社科普及能力

与成效的双提升。 

一是实施“创新领航”行动计划，拓展和优化“互联网

+社科普及”品牌。 

1、市社科联与金山网手机报联合打造“社科悦读”专

栏。为全市 33 个社科普及基地、55 个社科类学会（协会、

研究会），以及各类社科普及宣传部门、单位和组织搭建社

科普及的公共平台。这个载体创建一年多来，社会影响力越

来越大，受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魅力在于将社科普及课堂

搬上“移动平台”：每周一三五早晨 7点半，通过移动客户

端准时将一则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人文社科

知识，点对点地发送到全市近 7万移动用户手机上，为全市

各级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者、市民送上富有人文精神

的早餐。全年共发送各类社科知识 15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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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主题，体现贴近性：栏目紧贴当前时政，把握引导

性，及时对中央和省市各项政策、决策中的重要理论观点、

新词进行通俗性解读；栏目编辑组定期召开选题会，了解群

众需求，制定阶段性宣传普及重点。 

以故事说道理，体现趣味性：以故事说科学、谈理论，

使宣传普及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如，围绕创新主题，

选用了“鲁班仿草造锯——创造力与创新”“猪和鸡合伙做

生意——谁断送了创新源？”“怕烫的猴子——从众心理是

创新的蒙眼布”等多则故事，传播创新理念，激发群众创新

激情，指导科学创新行为。 

多媒体融合，体现互动性：为配合专栏的宣传，在镇江

新闻第一网--金山网同步开设“社科悦读”版块，吸引更多

网民了解社科知识，并打造互动交流、反馈建议的“快车道”，

凝聚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形成了“宣传-反馈-改进”的科普

宣传模式。 

培育通讯员队伍，体现群众性：根据群众生活多层次、

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拓展完善栏目通讯员队伍，并定期培训，

目前供稿渠道越来越广泛，通讯员活跃度也逐渐提高。 

2、载体创新的另一个尝试性举措是，创建社科基地微

信矩阵。将全市 20 多个社科普及类微信公众号纳入一个方

阵，形成各学会、科普基地微信资源的相互链接、渗透和协

同传播的格局，提高了社科知识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宣传普

及的叠加效应。 

主要成效及示范意义：基于手机及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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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获取信息的第一平台的趋势，在社科联创建手机报“社科

悦读”品牌的示范带动下，镇江市社科类学会（协会、研究

会）和社科普及基地也积极探索，创新载体建设，网上虚拟

数字展览、网上全天候纳税人学堂、网络数字警示教育馆、

网上法律信息宣传和服务等一批“三微一端”社科普及平台

发挥了数字化传播的强大优势和魅力，受众人数大幅度提

高。 

3、尝试制作社科普及基地电子地图。利用计算机技术，

以数字方式存储和查阅宣传全市 33 个基地，虚拟现实技术

将地图立体化、动态化和可视性，让使用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实现了载体创新的新突破。 

二是实施“共建护航”行动计划，社科普及工作的协同

机制明显增强。 

探索“社科普及基地协作共建制”。为促进基地资源的

跨行业跨地区深度融合，我们对基地实行分类管理和指导、

协作共建的发展模式。首先制定了“镇江市社科普及基地协

作共建活动章程”，明确共建的主要任务、运作方式、学习

培训、激励考核等内容。同时，我们从资源特色、区域分布、

协作粘合性等因素考虑，将 33 个基地分成 4 组，每组设立

一名组长，各组在章程下开展共建活动，要求每组一年共建

活动不少于 3项，年底根据各组共建活动的数量和质量，给

予考核评优及相应资助。定期开展基地负责人培训，通过现

场观摩、交流研讨、实务培训等方式，提高科普人员的创新

意识、策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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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效及示范意义：合作共建制的运作，以强带弱、

强强联手，组内共建、跨组、跨界、跨区域联合成为常态，

促进了各基地资源的灵活整合和深度融合，不仅促进了基地

平衡发展，各基地品牌意识明显增强，活跃度大大提高，而

且整体提升了基地经常化、社会化、精准化服务能力和水平，

活动数量、质量、规模都有大幅度增长。 

三是实施“星火导航”行动计划，“社科普及名家基层

行”活动更加惠民、接地气。 

具体做法：树立名师品牌，经社会广泛推荐，组建了由

10大类近100名专家组成的社科普及专家队伍及相应授课内

容的信息资源库，并向社会广泛公布，为公众提供菜单式服

务。组织专家进学校、机关、街道、社区、企业、军营，开

展社科普及宣讲、咨询、培训等系列活动，不仅得到学者专

家的积极支持配合，也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 

主要成效及示范意义：鼓励专家学者从学术殿堂走进大

众讲堂，社科普及工作更加接地气，也激活了社科普及人才

资源共享机制，实现了社科普及专业性和大众化的紧密结

合。 

四是实施“联动助航”行动计划，形成了社科普及活动

项目、行业、区域的立体联动态势。 

1、建立社科普及联席会议制度，实行行业联动。为切

实贯彻《条例》精神，市社科联牵头组建了由市委宣传部、

市委党校、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等 12 家单位组

成的镇江市社科普及工作联席会议。鉴于联席会议涉及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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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单位，与已经成立的镇江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组

成部门多数重合，我们将重合之外的工会、共青团、妇联、

科协等部门补充进领导小组，采取在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领导小组之下，建立社科普及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增

加领导小组的工作职能，共同研究解决社科普及工作中遇到

的重点难点问题。 

同时，市社科联与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协商制定了《社

科普及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工作分工》，明确各自应承担的职

责任务，每个成员单位不仅有分管领导，还设立一名联络人，

定期召开例会，加强沟通和合作，共同策划统筹协调各类主

题性社科普及活动。 

期待成效：以制度化建设推动法制化工作水平，不同行

业、系统联动，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和推动社科普及工作的

良好局面。 

2、推进“社科普及六进项目负责制”，实行项目联动。

整合全市社科普及基地、社科类学会（协会、研究会）的资

源优势，推进“社科普及六进项目负责制”，实施“1+x”

的联动模式， 即一个基地牵头组织策划、多个单位部门共

同参与。如，大港街道负责“进社区”行动，市急救科教体

验馆负责“进学校”行动，国际税收研究会纳税人学堂负责

“进企业”行动，等等。 

我们还根据群众的兴趣点，与镇江日报报业集团新闻国

旅合作，精心策划设计线路，定期开展“市民社科普及基地

一日行”公益活动，增强了科普活动的惠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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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效及示范意义：项目化运作和联动，以集群行动

有效打响了社科普及活动的品牌，媒体全程跟踪报道，既扩

大了社科联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激活了基地的科普教育资

源，获得参与群众的较高评价。 

一年来启航工程“四大行动”扎实推进，“创新领航”

亮点多，“共建护航”落点实，“星火导航”接地气，“联

动助航”活力强，有效促进了全社会人文科学素养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