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社科联通 2023〕  9号
r
ι字

龠

关于安徽省社会科学界第十八届 (⒛⒛ )

学术年会的征文通知

各高校、各社科类社会组织、各市社科联,省直有关单位 :

⒛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 以中

国式现代化引领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关键一年。全省社科

界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为契机,牢牢把握
“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

的总要求,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来

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要围绕省委十一届五次全

会提出的目标要求,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强化思想理论武装 ,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着力回答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和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展现新气象新成就,为 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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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智慧和力量。第十八届 (⒛23)学术年会主题是: “
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的安徽篇章
”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征文要求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观点正确,逻辑严谨,有较强

的学术性、理论性和创新性,对策性研究要具有一定的应用

价值。

2.论文题目自拟,应符合年会征文要求和年会主题,注

意突出学术导 向、学术原创、学术规范,篇 幅原则上在

8000-1⒛00字之间,并在正文前附 300字左右内容提要及关

键词。引文和史料应注明出处 (统 一要求为页下注 )。

3.必 须是本省区域内的个人或集体的社会科学领域研

究成果,未公开发表的原创成果 (重 复率不得超过 1sO/0),不

存在知识产权争议,不涉及保密问题。每位作者限报一项。

如有与他人合作的成果,且本人不为第一作者,可 由合作者

另行申报 1项 。

二、优秀论文评审

年会学术委员会对应征论文进行评审,奖励优秀论文。

其中一、二等奖被省教育厅列为我省高校科研奖励项目,并

列入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科研奖励分类表,奖励等级为三

类。优秀论文集不再公开出版。

三、征文时间与报送方式

即日起至 ⒛23年 10月 15日 。论文由作者用电子邮件

发送至各专场邮箱 (详见选题指南),并将邮件标题标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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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届安徽省社科界学术年会征文

”
;填写附件 2,并

加盖公章后以扫描或照片形式与电子版一同报送。

年会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省社科联学会工作处,相 关

问题请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551-63420163。 年会选题指

南可在省社科联网站 w跚。ahskj。 org。 cn下载。

附件 :1。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第十八届 (⒛23)学术年会

选题指南

2.安徽省社会科学界第十八届 (⒛23)学术年会

征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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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第十八届 (⒛⒛ )

学术年会选题指南

学术年会设三个专场,年会大会拟于 12月 中旬在合肥

举行,由省社科联主办;三个专场分别由阜阳师范大学、安

徽建筑大学和池州学院承办,拟于 11月 在承办单位举办。

年会专场选题指南供参考。

一、 “
坚持团结奋斗,汇聚复兴伟力

”
专场

1.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与
“
两个确立

”
的决定性意义

研究

2.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与

思想精髓研究

3.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研究

4.习 近平法治思想、强军思想、外交思想专题研究

5.“ 两个结合
”

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方案研究

6.马 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

研究

7.守好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研究

8.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研究

9.新 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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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 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中国特色与本质要求研

究

11.中 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研

究

12.中 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1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大原则与战略安排

研究

14.区域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15.新 时代新征程坚持团结奋斗研究

16.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7.完 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研究

18,安徽
“
创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

”工作机制研究

19,法 治建设与营商环境研究

⒛。长三角区域协同治理与协调立法体制机制研究

21.数 字经济时代的网络治理法治化研究

22.人工智能伦理风险与应对研究

23.中 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法律路径研究

24,新 时代公共安全应急框架体系研究

25.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研究

26.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体制机制研究

27.乡 村振兴中的组织建设与有效治理研究

28.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

”
制度体系研究

29.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30.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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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伟大工程研究

31.新 时代新征程始终坚持
“三个务必

”
研究

32.“ 五个必由之路
”
规律性认识研究

33,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34.弘扬
“三严三实

”
作风研究

35.中 国式现代化在安徽的生动实践研究

36.安徽持续深化
“一改两为

”
研究

37.推动安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38.健 全
“
民声呼应

”工作平台、制度、机制、体系研

究

39.安徽构建多层次、多样化分类养老服务体系研究

40.桐城市
“
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

”
研究

本专场由阜阳师范大学社科联承担学术组织工作。联系

人 :杨 楠 楠 ;邮 箱 :2469652201@qq。 com;电 话 :

0558——2593236, 18712609717。

二、 “
激发创新创造,建设美好安徽

”
专场

1.习 近平经济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的安徽实践研究

2.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三地一区

”
研究

3.加快建设高水平 自立自强的科技强省研究

4.加快建设高质量智能绿色的制造强省研究

5.加快建设高质高效的农业强省研究

6.加快建设山水秀美的生态强省研究

7.安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

8.坚持主动靠上去、全力融进去,在加快推动长三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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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研究

9.坚持以推动皖北全面振兴为重点,在加快推动中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研究

10,坚 持将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旗

帜性抓手,在 国家创新格局中勇担第一方阵使命上展现更大

作为研究

11,坚 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加快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展现更大作为研究

12.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上展现更大作为研究

13.坚 持深化改革开放,在加快建设充满活力的开放安

徽上展现更大作为研究

14.坚 持践行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理念,在加快

建设绿色江淮美好家园上展现更大作为研究

15.坚 持以人民生活得更美好为根本 目的,在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上展现更大作为研究

16.省 际毗邻区域跨界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模式研究

17.在推动皖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作为研究

18.把 安徽科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和竞争

优势研究

19.加 强安徽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研究

⒛。推动安徽制造业高度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研究

21.全力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研究

22.关 于把新能源汽车作为首位产业,加快建设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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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强省研究

23.关 于打造光伏产业、锂电池、逆变器等新能源产业

集群研究

24.实 施民营经济上台阶行动计划研究

25.提高安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26.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27.完 善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研究

28.做好
“
粮头食尾

” “
畜头肉尾

” “
农头工尾

”
增值

研究

29.关 于
“
四个蹄子

”
追赶

“
四个轮子

”,全力推动
“
秸

秆变肉
”工程研究

30.现 代多功能农业价值体系与实现路径研究

31.全 方位夯实安徽粮食和耕地安全研究

32.安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路径研究

33.高 水平推进
“
千村引领、万村升级

”
工作研究

34.强化制度改革创新集成、健全完善多层级多领域推

进机制研究

35.提 升全球高端资源配置能力,建好中国 (安徽 )自

由贸易试验区研究

36.培 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实 施外贸主体培育壮大工

程研究

37.加 快深度融合壮大数字产业研究

38.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集

聚示范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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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关 于加快安徽会展经济发展研究

40.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41.以 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42.完 善安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43.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建设平安安徽上展现更大作

为研究

狃,推动安徽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发展研究

45.安徽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46.推 动大黄山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

目的地建设研究

47.大 力实施美丽长江 (安徽 )经济带新一轮提升工程

研究

48.加快建设新安江一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板区研究

49.全 力抓好巢湖综合治理研究

50.安徽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研究

本专场由安徽建筑大学社科联承担学术组织工作。联系

人 :黄 大 芬 ;邮 箱 :3235197559@qq。 com;电 话 :

0551——63513037, 18855116412。

三、 “
彰显徽风皖韵,厚植文化软实力

”
专场

l。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研究

2.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研究

3.深刻理解
“
两个结合

”
中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研究

4.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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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5.“ 第二个结合
”
破除

“
西方中心主义

”
的迷思研究

6.“ 第二个结合
”

破除虚无主义的迷雾研究

7,“ 第二个结合
”
破除对历史文化的迷茫研究

8.加快建设英才荟萃的人才强省研究

9.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教育强省研究

10.加 快建设繁荣兴盛的文化强省研究

11.坚持守正创新9在建设繁荣兴盛的文化强省上展现

更大作为研究

12.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在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展现

更大作为研究

13.坚 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在 实施人才兴皖工

程上展现更大作为研究

14.做 好文化铸魂、文化挖掘、文化供给、文化产业、

文化传播的大文章研究

15.安徽成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和传承复兴地研究

16.中 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研究

17.安徽考古发现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18.古文字与安大简研究

19.老庄文化、建安文学、程朱理学、桐城派等研究

⒛。安徽特色中医药理论蕴含的中医药文化研究

21.增 强安徽文化认同感和软实力研究

22.长江文化、江南文化与安徽文化融合发展研究

23.徽文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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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安徽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建设研究

25.革命遗址、遗迹及有关重要纪念设施保护利用研究

26.安徽历史文献数字资源发布平台建设研究

27.完 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研究

28.安 徽历史名人和文化典籍的发掘整理和传承保护研

究

29.构 建安徽文化标识体系与文化品牌建设研究

30.实施徽学研究提升工程策略与路径研究

31.徽 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研究

32.黄梅戏、徽剧等安徽地方戏曲文化创新发展研究

33.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研究

34.大力弘扬安徽传统廉洁文化研究

35.安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研究

36.强化优秀家风建设,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研究

37.培 育发展安徽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研究

38.区 域人才发展战略研究

39.安徽
“
老字号

”
品牌研究

硐。推进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研究

41.构建安徽全域文化品牌矩阵研究

42.深入推进安徽文化数字化战略研究

43.积极拓展安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

狃。把安徽人文资源特色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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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推 动安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研究

本专场由池州学院社科联承担学术组织工作。联系人 :

纪洁 ;邮 箱 :season222@126。 ∞m;电 话 :0566-2748982,

1875662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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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报人 l/⒈ 另刂 文 化 程 度

出生年月 职 务 专业技术职务

申报专场 工作单位

成果名称

通 讯地址

邮政编码

办公电话

移动手机

电子

邮箱

作者 姓  名
′
性另刂

职  务

(专业技术职务)

工 作 单 位

第一作者

第工仵者

第二作者

单

 
位

 
立思

 
见

意识形态审杳是否合格 学术规范审查是否合格 重复率

申报单位: (盖章 )

附件 2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第十八届学术年会征文中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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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   ⒛23年 8月 3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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