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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和社科普及融合发展经验交流 

泰州市社科联 

 

2017 年泰州市社科普及工作做法主要是突出四个结合：

一是社科研究与社科普及相结合。今年重点围绕学习贯彻市

委五届全会及十九大精神，进行重点课题（如泰州对接扬子

江城市群建设等）研究与宣讲；二是市内社科讲师团与省内

外高层次专家相结合。社科类学会、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等为

主的市内社科讲师团社科普及，同时利用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成立的机会聘请一批决策咨询顾问，就市委政府关心的重大

问题进行宣传、普及；三是重点人群与大众相结合。今年利

用“大走访大落实”活动机会，到社区、村居进行社科普及，

同时在全市县处级、正科级干部轮训班上进行宣讲；四是重

点项目与常规项目相结合。今年社科普及重点进行了“晒一

晒我的家教故事”“泰州吉祥文化系列讲座”“社科普及主题

知识竞赛”等项目。 

社科研究、社科普及是社科工作的重点领域，如何将社

科研究、社科普及结合起来、融合发展，是泰州市社科联近

两年来进行的重点探索，努力在社科普及内容、形式等方面

取得突破。这里重点谈谈我市社科研究和社科普及相结合方

面的经验做法： 

一、围绕中心开展社科研究，为社科普及提供优质素材。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做好社科工作的聚焦点、出发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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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点。社科研究工作同样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

作、难点热点问题，强化实践调研与理论探索，更好地服务

于“两聚一高”新实践，为“强富美高”新泰州作出应有贡

献。今年，一是为深入贯彻落实市第五次党代会及市委五届

三次全会精神，聚焦“四个关键突破”，突出重点，破解难

点，按照市委“着眼于未来泰州跨越赶超新优势,认真组织

相关研究”的要求，市主要领导圈定 22 项重点课题。上海、

南京、扬州及我市相关方面 40 家单位的近 100 名科研人员，

组成 30 多个课题组参与，形成一批“能够直接转化为政策

性成果”。获得市委主要领导批示 10 多项。二是结合大走访

大落实活动，我们对走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对共

性问题，如土地流转、部分群众因病致贫等问题进行立项，

深入开展课题研究，形成“关于家庭农场抗风险能力的调查

与思考——以泰兴市张桥镇为例”“泰州农村因病致贫情况

的调查与思考——以泰兴市张桥镇为研究样本”两个课题研

究报告，课题研究成果得到市委主要领导的肯定，部分研究

成果被采纳转化为政策建议。三是市领导临时交办的研究课

题。 

二、依托研究成果，举办丰富多样的社科普及活动。一

是社科联领导在全市县处级、正科级干部轮训班上就“泰州

对接扬子江城市群建设”“泰州区域转型升级指数研究”“泰

州新经济案例分析研究”等重大专题进行宣讲。二是聘请省

内外高层专家来泰宣讲。10 月 14 日，我市举行“泰州参与

扬子江城市群建设行动方案”高层专家咨询会，来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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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相关部门以及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 10 位知名专家学者

应邀出席会议，为我市打好“两聚一高”主攻仗，更好参与

扬子江城市群建设出谋划策、把脉支招。三是利用“大走访

大落实”活动的机会，组织研究人员赴基层就社会保障、土

地流转、村居环境整治以及养老等农村、农民关注的问题进

行宣讲、交流。四是市领导就“扬子江城市群建设”“新经

济发展”“‘双创计划’人才项目实施情况”等重大问题专门

邀请社科专家进行研讨、交流。五是通过社科网站、日报、

晚报等媒体登载社科研究成果，更大范围的推介传播。 

三、贴近中心、贴近基层，社科普及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由于我们将社科普及工作的重点人群与大众相结合，导向明

确、施策精准，从而呈现“上层”（领导、机关单位）、基层

共同关注社科普及的“大合唱”局面。一是贴近中心，坚持

制度化、精细化、多元化并举，各种层次的社科研究、普及，

领导更加重视，让社科普及工作真正“热”起来，形成了领

导主动关注、支持、参与的良好范围。二是贴近基层，通过

社科研究人员深入基层，扎实开展调研，举办关于“家庭农

场发展现状及对策”等专题讲座，并就相关理论知识与村干

部、村民互动交流，获得了大家一片赞誉。三是为了使社科

普及活动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适应听众的

多层次、多职业和文化水平的需求，我们通过社科网站、报

纸等媒体传播社科研究成果，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传播速

度快，收到良好的效果，也更好的进行了社科研究成果的传

播、普及，充分发挥了社科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