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4年度安微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

第二批结项情况

根据 《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经课

题管理办公室组织审核评审，64项课题予以结项。 现将结项情

况公布如下 ：

课题
结项编号 课题名称 工作单位

负责人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一圈五区”高质量建设与协调发展研究 任志安2024JX148

安徽“千村引领、 万村升级”建设研究 沈   昕 安徽大学2024JX149

同心战“疫”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优势
董明牛 铜陵学院2024JX150

和提升路径研究

大数据下城乡开放型住区安全评价与
合肥工业大学王 益2024JX151

环 境预防策略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于养老资源供需视角下社区智慧养老

吴新春 附属第一医院(安徽
模式路径研

2024JX152
究

省立医院)

陈松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模式研究 林 安徽建筑大学

立项编号

2021ZD005

2023ZD010

2020CX013

2020CX033

2020CX038

2022CX070

— 1

2024JX153

—



2020C)X1().) 2021丨 X151
长三角一体化视域下提升安徽省县域经济

高颀量发展的财政支出政策研究
孟莹莹 安徽财经 大学

2020CⅩ I19 2021JXl鬲 5

江南文化视域下皖江文化研究的

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淡家胜 池州学院

2020CX16∶ ; 2021、 丨X156
基于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的

皖南传统利落保护与活化研究
风  申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020CⅩ 167 2024JX157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干部胜任力实证研究 苏立宁 安徽大学

2020CX170 2021丨 XI58 新时代长二角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力研究 卢 迪 氵住北丿i|j范 人学

2020CX⊥ 98 2021JX159

“一带一路
”
背景下的徽文化译介与传播

——以茶文化为例
黄 静 淮北师范大学

2021CX030 20241X160
安徽省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实现路径

与政策建议研究
王  政 巢湖学院

2021CX03⊥ 2024∫ X161
安徽建 讧国内国际双循环 !戊略链接的影响因素及实现

路径研究
王珊珊 安徽大学

2021CX040 2024JX162
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驱动安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与对策研究
fNl云 云 滁丿叫̄学|坑

202ICX012 2024TX163 双循环新格丿"j下 安微数宁经济 |日 丿贞虽发展亻丿丨究 赵  西 合月巴人学

2021CX0亻 4 2024JX164
“
双碳

”
背景 F安徽现代电力能源体系建没研究 李  铮 黄山学院

2021CX062 2024JX165
安徽 自贸试验区:对标先进、发挥优势

与溢出效应
丿占丨哓幺·ji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安徽行政学院 )

2021CX063 2024JX166

“三地一区
”
建设背景下

安徽省科技创新投入机制研究
赵  勇 安徽建筑大学

2021CⅩ 08/l 2024JX167 安徽省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协同发展研究 邵莹莹 安徽建筑大学

2021CX085 2021JX168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安徽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 赵晓春 安徽大学

2021CX090 2024JX169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影响下巢湖流域水资源生态

环境演变研究
⒚o云 J丨午 安徽建筑大学

2021CX112 2024JX170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大会立法完善研究 刘观来 安徽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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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CX⊥ 16 2024JX171 安徽民营经济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翟 凯 安徽建筑 大学

2021CⅩ 126 20241Ⅹ 172
以幻t色 发丿‘刂为 H柄t廿 向的玄儆乡付订t观 规划

秩式 d丨 究
冯 艳 安徽建筑大学

2021CⅩ 129 2024丨 X17{3

乡村振兴背景下皖西大别山区传统村落审美文化

的f见代价值研究
/|∶ 方⒈丿| 合肥师范学院

2021CX136 2024JX174 产业融介视角下安徽文旅 ||宀 牌建设d丨 究 何  磊 合肥师范学院

2021CX139 2024JX175 九华山文化旅游示范区多模态语占景观调查研究 鲁 萍 池州学院

2021CⅩ 111 202^JX176 地域文化背景下合肥轨道交通工具设计研究 鲁红雷 安徽大学

2021CX1刂 7 2024JX177
互联网+日寸代安徽乡村智慧互助型养老

设计创新研究
∫丿l芮瑞 安徽信启、⊥程学院

2021CX161 2024IX178 皖北民问刺绣图式整理与挖掘 付  琳 安徽艺术学院

2021CⅩ 183 2024JⅩ 179 海外亻扦义教苻视角 卜安徽优秀地域 文化传播亻丿丨究 陈 燕 安徽艺术 :￥∶院

2022CX015 2024IX180
中四共产觉第二个历史决议融入高校思l攵 课改革

创新研究
T玉蓉 安徽医帘大学

20?2CⅩ 038 2021JⅩ 181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安徽省人才Ⅸ域配置

及其效应研究
司深深 安徽财经人I

2022CX0刂 8 2024IX182

“
双碳

”
日标下安徽省数字经济发展推动节能减排的

系统性动态路径研宄
lⅣ 振祥 安徽财经人学

2022CX061 2024JX183 安徽省农 Nl/农 村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乔田通 安徽埋工大学

2022CX079 2024JX184 卜地制皮 |吠 入逻牡}促进城 乡发艇 ll究 邓桕康 宿州学院

2022CⅩ 109 2024JX185
乡村振兴背景 卜新安江库区水淹村落风貌保护

圬利用研究
王培鑫 安徽大学

2022CX113 2024JⅩ 186 艺术乡建的安徽实践研究 陈元贵 安徽师范大学

2022CⅩ 125 2024JX187 文明交流可鉴视域下黄梅戏跨文化传播研究 ∮刊o 敏 安庆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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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CX128 2024IX188 搁i媒 体视阀 卜徽州永茶肷数宁化亻1{潘 研究 文刂J景 占贞 黄山学院

2022CXI66 2021丨 X189

“
双减

”
背景 卜提升安徽省中小学生体育素养

水半的策略研究
刂ro卜 l|f|刂 i 滁州学院

2022KY005 2024‘∫X190
基于文献讠丨量的安徽高校优势

与潜力学科分析研究
林赞声 安徽建筑大学

202∶ ⒊CⅩ056 2024‘ JX191
技术舁顷屮|∶ 砚角 卜省域碳排放效衤、驱动N耒

与减排路径优化研究
丁 涛 合肥工业大学

2023CⅩ 063 2021JⅩ 192
数宁经济背景 卜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 Txl境

与对策研究
⒈以1迕 安徽工程大学

2023CX075 2024IX193 宀顷 }lt往 设
“
忄|人 仃:谷

”
n-J路 径 d丨 究 孙雯芊

屮共安徽省委党校

(安徽行政学院 )

2023CX089 2024JⅩ ⊥9`l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运河 (安 徽段)非遗旅游

资源保匆
′
叫:丌 发研究

赵金金 淮北师范大学

2023CX152 2024‘ JⅩ 195 淮北文化十三讲 余敏辉 淮北师范大学

2023CXZ001 2024∫X196
习近平关于构建

“
双循环

”
新发展格局重要论述对

推动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沦和实践价值研究
蒋  溥 安徽大学

2023CXZ005 2024JX197
长三角自贸区产业联动发展与

安徽自贸区产业结构升级
杨莲姗阝 安徽贝犭经人I

2023CXZ013 2024JⅩ 198
新时代背景下营商环境与

“
专精特新

”
企业

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
徐 婧 铜陵学院

2023CXZ017 2024JX199
安徽省耕地资源资产的价值核算、演变特征

与提升路径I丿丨究
T秉义 安徽建筑大学

202∶ ;CⅩ Z02刂 20241X200 医防协|‘ 刂村1‖刊亻丿丨究 马  明 淮北师范大学

2023CⅩ Z025 2021JX201 安徽文化精神与文化标识研究 宵修 lIl【J 安徽博物院

2023CⅩ Z026 2021∫ Ⅹ202 从水文化视角提炼安徽文化精神与文化标识 陆维玲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安徽行政学院 )

2023KDOl「D 2024、 丨Ⅹ203 新时代农民Jl财知l识 渎本 方  民 安徽农业大学

2020CX181 2024JX204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地方应用型高校教育教学全过

程的实践与探索——以池州学院为例
焦沈军 池少屮学|垸

2020CⅩ 189 2024JX205
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测度

及高质量发展路径分析
王七萍 安徽开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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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CX501 2024、 IX206
探索国家临床研宄 (试验 )医院创新机制 ,

建设医学创新策源地
翁建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

省立医院 )

2021CX527 2024JX207
皖西

“
木名四杰

”
革命文学翻译研究

——副文本视角
刘 虎 皖西学院

2022CX529 2024JⅩ 208 安徽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顾春苦
安徽省省属公立医

院监督管理中心

2022CⅩ 501 2024JX209
建觉初期乡村教师参与安徽基层党建的

历史经验 勹现代传承研究
朱广兵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2022CX525 2021∫ Ⅹ210

“
双碳

”
目标下安徽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

讠丬
'l丨

ilJ∫ j(测
代人为 安徽埋工 人学

202∶ 3CX543 2024、 ∫Ⅹ211
基于应用民族音乐学视域的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研究
方℃没纟r 合肥师范学院

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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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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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社会科学 (科研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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