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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校哲学社会科学合作通报 
城校哲社〔2022〕3 号 

                                                  
 

第一批城校哲学社会科学合作课题进展情况 

 

聊城市城校哲学社会科学合作第二次会议召开后，城校合

作双方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加强统筹、迅速行动，各项工作取

得显著进展，为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将具

体情况通报如下： 

一、聊城市第一批城校哲学社会科学合作课题顺利立项 

市社科联、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贯

彻城校哲学社会科学合作第二次会议精神，按照《聊城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聊社规办字〔2020〕1 号），将《聊

城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可行性研究》等 12个第一批城校哲学社会

科学合作课题立项为 2022 年度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

托课题，9月 20日，印发了课题立项文件，并同课题组签订了立

项协议书。同时，积极调度推进，在聊城市社科联网站“城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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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咨政服务”专栏及时刊发各联合课题组的好经验、好做法，推

动形成良好工作氛围。 

二、第一批城校哲学社会科学合作联合课题组进展情况 

（一）聊城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可行性研究课题组 

9 月 13 日，联合课题组在市委台港澳办进行第一次对接，

详细探讨了课题的背景和研究目的，共同商定研究重点和方向。 

9 月 14 日—20 日，联合课题组撰写并提交了课题申请书，

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思路，明确了工作重点、时间安排和具体路

径。 

9 月 27 日，联合课题组进行第二次对接，听取了李保忠主

任参加山东省“孔子家乡 好客山东”文化旅游（澳门）推广周

活动在澳门的交流活动开展和与在澳高校专家学者座谈洽谈情

况，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 

9 月 28 日，根据两次对接研讨成果，编制了聊城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可行性研究的提纲，并进行了课题组分工。 

10 月 13 日，联合课题组进行第三次对接，就课题中的重难

点问题进行再次商讨，并计划组建联合调研组，赴粤港澳大湾

区围绕区域经济合作、重点产业对接、人才招引等内容开展实

地调研，为课题深入研究提供现实支撑。 

（二）聊城市轴承产业链供应链创新路径与对策研究课题组 

一是 9 月 18 日，联合课题组在临清召开座谈会。联合课题

组组长、聊城大学教务处处长马中东教授，临清市副市长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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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有关部门负责人、轴承企业家代表、聊城大学课题组成员

参加座谈会，山东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周风余教授线上参

会。临清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东平主持会议，双方就合作

事宜和课题进展达成一致。 

二是进一步优化研究团队，城校双方讨论课题思路、调研

计划，预期成果。 

三是就轴承产业链供应链设计调研问卷、着手开展实地调

研和问卷调查。同时，梳理现有文献资料、数据，顺利开展课

题第一部分研究。 

（三）聊城市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课题组 

9 月 12 日-20 日，课题组撰写并提交了课题申请书，在课

题申请书中，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思路，明确了重点和难点。 

10 月 13日，联合课题组召开工作交流会。联合课题组组长、

聊城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高建刚，联合课题

组副组长、市委党校行政管理教研室主任、教授傅军，联合课

题组副组长、聊城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宁朝山，市委党校理论研

究室主任李万坤和相关课题组成员参加会议。双方对接了具体

需求，进行了积极讨论，整体确定课题研究的内容和主攻方向。 

下一步将借鉴市委党校前期组织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专题调研形成的相关论文及调研报告，有针对性地展

开调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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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聊城参与太平洋岛国气候治理路径研究课题组   

一是 8 月 2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三篇关于太平洋

岛国气候变化的理论性文章，其中涉及聊城参与太平洋岛国气

候治理的路径。 

二是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同聊城水务集团签订了在太平

洋岛国开展气候治理的合作协议。 

三是成立了气候治理研究团队并开始筹建实验室。气候治

理研究团队由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组成，主要从海洋领

域探讨气候治理路径。气候治理实验室主要从自然科学领域来

研究太平洋岛国气候变化。 

四是举办了一次涉及气候治理的学术研讨会。 

五是赴浙江等地高校开展了项目调研。 

（五）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力研究课题

组 

一是课题合作双方建立起常态化交流机制，并召开座谈会。 

二是制订详细的调研方案，根据课题研究内容，划分五类

村落，在全市范围内一共选出 80余个村落作为调研对象，为课

题研究奠定坚实的实证基础。 

三是市委组织部相关领导带队，本课题组 4 位成员参加，

分别赴阳谷县、东阿县 4 个村庄进行调研。此次调研的主要类

型是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的村落，村党组织引领合作社组织，村

党组织负责人兼任合作社组织负责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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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近期计划再调研 4 个村落。10 月下旬，结合党的二十

大精神，召开专题研讨会，进行提纲的完善。 

（六）聊城市增强经济社会创新力研究课题组 

9 月 13 日，联合课题组召开座谈会。联合课题组组长、市

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研究室主任许德伟，联合课题组组长、

聊城大学商学院（质量学院）院长、教授杨宏力，市政府研究

室副主任高慧，聊城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乔美华、宁朝山参加会

议。双方对接了具体需求，整体确定课题研究的三大块内容，

包括评价体系构建、测度评价分析和提升对策分析。 

座谈会后，召开课题组讨论会议，实施研究。当前已经完

成经济社会创新力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并初步构建了评

价指标体系，预计 10 月底完成数据采集工作。   

（七）深化全域共建“清廉水城”高质量建设研究课题组 

联合课题组积极进行对接，推动前期调研工作的开展。目

前，已经完成东阿、茌平、临清的调研，形成了三个县（市区）

的调研分析材料，近期准备完成对阳谷、莘县、高唐的调研任

务，争取二十大前完成所有县（市区）的调研，并形成报告初

稿。 

（八）冀鲁豫边区精神研究课题组 

9 月 22 日，课题组召开会议进行项目对接，听取专家意见，

对冀鲁豫边区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深入讨论，对课题框架结构进

行了适当调整。双方建立了网上沟通合作机制，共同协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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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度。项目组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计划，进行了明确的人员

职责分工，明确任务、责任到人。 

9 月 23 日至今，按照研究计划，进行资料收集和文献调研

工作，准备分工撰写。 

（九）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发展与构建市域网络舆情生态治

理体系路径研究课题组 

9 月 16 日，联合课题组召开座谈会。联合课题组组长、传

媒技术学院院长郭峰等一行四人到市委网信办进行项目对接。

联合课题组组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王亚男，网

信办副主任耿一凡、石刚及网宣、舆情相关科室负责同志参加

了会议。 

随后，双方建立了网上沟通合作机制，共同协调推进项目

进度。项目组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计划，进一步明确了人员职责

分工。按照研究计划，当前主要是进行资料收集和文献调研工

作，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开展。 

（十）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助推聊城循环农业高质量发展

研究课题组 

一是开展调研。聊城大学农学与农业工程学院和聊城市农

业科学院组织专家力量，针对聊城市循环农业发展现状、农业

面源污染防控风险点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现状等开展广泛

调研。 

二是初步确定下一步工作重点，针对聊城市循环农业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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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和高素质农民培训体系现状开展

调研分析，针对制约聊城市聊城循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痛点问

题，从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不同角度出发提出有针

对性的改革建议。 

（十一）东昌府区建设“首善之区”的实践与思考课题组 

一是和东昌府区区委宣传部、区委办公室，召开联合座谈

会，就课题的研究方向、研究框架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二是根据意见，撰写了课题申请报告，拟定了课题研究进

程，课题组成员进行了分工。 

三是课题组成员到东昌府区有关部门调查搜集有关经济、

社会发展指标、十四五规划等资料。 

（十二）纵深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塑强茌平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对策研究课题组 

一是城校双方召开课题启动会，组建课题研究团队。 

二是课题组讨论确定研究内容、框架、进展，制定调研计

划。 

三是梳理现有资料、整理现有数据，与地方部门（工信局、

统计局等）沟通协作，开展现状研究。 

四是对信发集团，友升公司开展实地调研，了解企业新旧

动能转换和绿色转型情况。 

 

 

城校哲学社会科学合作会议办公室       2022年 10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