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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文件 
苏社科普及联发〔2018〕1 号 

 

关于印发《贯彻实施〈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 
促进条例〉2018-2020 年重点任务分解方案》 

和《〈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 
实施工作成绩显著单位和个人 

通报表扬办法》的通知 
 

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根据 2018 年 1 月 23 日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

会议精神，现将《贯彻实施〈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

2018-2020 年重点任务分解方案》和《〈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

条例〉实施工作成绩显著单位和个人通报表扬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各自实际，按照重点任务分工，积极履行相关工作职责，

真正让社会科学普及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本通知可在“江苏社科网”和“江苏社会科学普及”微信公众

号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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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贯彻实施《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
2018-2020 年重点任务分解方案 

 

《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

2016 年 7 月江苏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

过，并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2017 年 11 月 23 日，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

通知》（苏政传发〔2017〕390 号）。为进一步明确有关成员单位

工作职责，推动《条例》的全面贯彻实施，现就 2018-2020 年全

省社会科学普及重点任务提出如下分解方案。 

一、重点任务及分工 

˴ ’̵⁵Ω ȏ ϡȐ Υ ẞ 

1．将《条例》纳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计划，组织开展普法

宣传活动，深入学习贯彻《条例》。（ Ζִμ ᴢ ȉי

ꜟΥ ѳͺ ᵟִμ） 

2．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移动客户端等新闻媒体和媒

介，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编发系列文章、播放系列节目等措施，

向社会广泛深入宣传阐释《条例》，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

与社科普及的浓厚氛围。（ Ζִμ ᾫ⁵Ω ȉ ұ

אַ ∂ȉ ֯ ȉ אַ ᴛ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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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丰富社科普及宣传，重点抓好“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宣传

周”等大型社科普及活动。健全经常性社科普及的有效载体，促

进《条例》宣传贯彻和社科普及进机关、学校、社区、乡镇、企

业、军营的“六进”服务，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 Ζִμ

ꜟΥ ѳͺ ᵟִμ） 

́ вѩ ᴂ Ӓ 

4．将社科普及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文化发

展年度专项计划。（ Ζִμ ᴆ≈ ᾫȉ ᾫ⁵Ω ȉ

） 

5．将社科普及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的社科普及经费保障机制，统筹相关专项资金用于促进社科

普及。（ Ζִμ י ꜟΥ ѳͺ ᵟִμ） 

6．将社科普及工作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列入相关指标体系进行考核。（ Ζ

ִμ ᾫ⁵Ω ȉ ȉי֘ ᴆ≈ ᾫȉ ） 

7．组织制定社科普及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工

作目标、任务和措施等。（ Ζִμ ꜟΥ ѳͺ

ᵟִμ） 

8．建立社科普及工作绩效评估激励机制，对在社科普及工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优秀社科普及项目给

予表彰。（ Ζִμ ͞ӵ ΥЂ ȉי ᾫ⁵Ω ȉ

ӷȉ ） 



  — 5 —
 

9．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设立社科普及专项基金，或者

对社科普及事业进行捐赠。向社科普及事业提供捐赠的，依法享

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 Ζִμ ȉי ꜟ

Υ ѳͺ ᵟִμ） 

˹ ͞ Υ ’ ֫ ӽ 

10．推进重点人群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建设。制定分类推进计

划，稳步提升重点人群人文社会科学素质水平，促进城乡之间、

区域之间公民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差距逐步缩小。（ Ζִμ

ꜟΥ ѳͺ ᵟִμ） 

11．加强青少年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工作。各类学校及其他教

育机构应当把体现人文精神、人文素养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作为

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根据青少年身心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社

科普及活动。（ Ζִμ ȉẖי ᾫȉ ᾍ ȉ ᾫ⁵

Ω ȉ ） 

12．加快提升农民和城镇居民人文社会科学素质。有关单位

应当鼓励并支持当地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针对村民、居民的

需求，利用所在地的教育、文化等资源开展社科普及活动，加强

城乡社科普及公共服务建设。（ Ζִμ ҈ᾫȉ ȉי

ȉי֘ ְȉ ꜟΥ ѳͺ ᵟִμ） 

13．加快提升城镇劳动者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各类职业培训

机构应当结合职业特点和要求，将社会科学知识纳入职业培训内

容，大力宣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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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创业创新创优精神，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Ζִμ ͞ӵ

ΥЂ ȉי ♦Υ） 

14．不断完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推进机

制。创新学习渠道和载体，组织参加人文社科讲座、社会科学普

及宣传周、人文社科知识竞赛等活动，完善考核激励机制，促进

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水平不断提高。（ Ζִμ ᾫ ȉ

͞ӵ ΥЂ ȉי ꜟΥ ѳͺ ᵟִμ） 

15．建立公民人文社会科学素质指标体系，继续开展公众人

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调查和评估研究，适时公开调查结果和研

究报告。（ Ζִμ ） 

Ẑ  ᴂἎ ♦  

16．推动社科普及场馆和设施建设，将其纳入城乡建设规划。

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场馆和设施开展社科

普及活动。政府投资建设的社科普及场馆和设施免费开放，鼓励

有条件的单位向公众开放其社科普及场馆和设施。（ Ζִμ

ᴆ≈ ᾫȉ ȉי ȉי ȉי֘ ∂ȉ

ρ ∂ȉ ∂ȉ ְ ） 

17．加强社科普及基地建设。完善社科普及示范基地和研发

基地创建标准与管理规范，强化现有基地社科普及功能，推进文

化场所、历史文化自然景区、教育场所、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及

其他具备人文社会科学普及与研发功能的部门和机构建设社科

普及基地。到 2020 年底，建成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 2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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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及一定数量的社科普及研发基地。（ Ζִμ

ꜟΥ ѳͺ ᵟִμ） 

18．推动社科普及场馆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升社科普及场馆

的展教能力和服务水平，鼓励增设电子屏幕、电子感应浏览器等

科技设备，开发微信语音展教功能，保障公众获取展教服务方式

更便利、渠道更多元。（ Ζִμ ꜟΥ ᵟִμ） 

19．推动社科普及资源整合与共享。鼓励创新思路，支持社

科普及与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促进社

科普及作品和产品研发。鼓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

纪念馆、展览馆、科技馆、档案馆、体育馆、工人文化宫、青少

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单位利用自身资源

开展社科普及活动。（ Ζִμ ȉי֘ ȉי

ȉי Ђיȉ ∂ȉ ρ ∂ȉ ∂ȉ ♦Υȉẖ

ᾫȉ ᾍ ȉ ְȉ ） 

20．完善社科普及专项经费资助。不断创新资助模式，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或者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鼓励

和支持社会组织、个人开展社科普及与应用，逐步加大对社科普

及基地、社科普及项目的资助力度和资助比例。（ Ζִμ

ȉי ） 

͈  ᴂ͞ ♦  

21．加快社科普及专门人才培养。加强社科联机构和职能建

设，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社科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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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社科普及基地，重点选拔、培养一批高水平社科普及场馆

运营管理、策展宣传、活动策划与组织等专门人才和社科普及创

作、产品研发与设计以及社科普及传媒与文创等高端人才。鼓励

人文社科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科技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

者等结合自身专长投入社科普及，支持社科普及创意成果，推动

重大人文社科成果的普及、传播和应用，积极储备和使用社科普

及专业人才。（ Ζִμ ᾫ ȉ ӷȉ ᾫѥ ȉ

ȉי ȉי֘ ұ אַ ∂ȉ ȉ ψְȉ

ְȉ ȉ ȉҧҫұ Ωΰ ẖȉ ͞ ұ

） 

22．建强基层社科普及志愿者队伍。加强社科普及志愿服务

组织和队伍建设，特别是建立健全在校大学生参加社科普及的组

织机制，积极动员和发展更多的大学生成为社科普及志愿者。充

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社科类社会组

织的人才优势，组建各级各类社科普及志愿服务团体。成立社科

普及志愿者协会，开展社科普及志愿者交流、服务培训和经验推

广等工作。鼓励离退休社科工作者、高校教师、中学生、传媒从

业人员等参与社科普及志愿服务。（ Ζִμ ᾫ⁵Ω ȉ

ᾫѥ ȉ ȉי ȉ ） 

23．建立社科普及人才培养评价和社会动员机制。组织社会

科学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定时，将社科普及工作成果作为专业技

术职务评定的综合评价与考核依据之一。筹备成立促进社科普及



  — 9 —
 

发展的社会服务机构，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社科普及，发现和

扶持社科普及人才。（ Ζִμ ᾫ ȉ ȉי

ȉי ȉ ꜟΥ ѳͺ ᵟִμ） 

24．推动社科普及工作对外交流与合作。借助学术文化交流

平台，开展社科普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文社

科作品和社科普及研发与文化创意高层次人才，学习、借鉴海内

外先进科普理念和方法，逐步提高我省社科普及创作出版与活动

策划组织的整体水平，为公众提供更好的社科普及产品和服务。

（ Ζִμ ȉי֘ ὔӷȉ ᴛӷȉ ） 

Ѭ  ᴂЅ ֘ ♦  

25．加强社科普及信息化工作。发展信息化社科普及新业态，

注重“社科普及+互联网”的运用与开发，着力建设“江苏社会科学

普及”微信公众号和“江苏人文讲坛”专题网站，有效利用网络优

势推动人文社科资源的二次传播。与文化传媒企业、科普类网站

等合作开发群众关注度高、认同感强的优质信息化社科普及资

源，尝试面向新兴媒体开展优质社科普及动漫、视频、公益广告

等作品的研发和传播。（ Ζִμ ᵶЅ ֘ᾫȉ ᾫ⁵

Ω ȉ ұ אַ ∂ȉ ） 

26．探索社科普及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鼓励支持社科普及基

地、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社科

普及的数字化传播水平，提升社科普及内容的趣味性、体验性和

实用性。探索建立社科普及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和交流传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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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实现社科普及内容一次创作研发、多次开发呈现，不断增强

社科普及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 Ζִμ ꜟΥ

ᵟִμ） 

27．融合拓宽社科普及传播渠道。鼓励大众传媒开展社科普

及传播，引导主流新闻媒体加大社科普及宣传力度，重点推进微

博、微信、微视频、移动客户端与社科普及的融合发展。强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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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强对基层贯彻落实《条例》的业务指导和服务。 

——ӹὟ ѨȊ以政府为投入主体，引导鼓励社会资金

投入社科普及事业，形成多渠道多元化投入机制，为有力促进社

科普及工作开展提供资金保障。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财力情况和社

科普及工作实际需要，逐步提高社科普及经费投入水平，建立稳

定增长的社科普及财政投入机制。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相关部

门（单位）也要按照《条例》规定，安排必要的经费用于社科普

及。 

——″ḥ β ԃȊ加强社科普及政策法规、社科普及人才、

人文社科素质测评等理论研究，学习借鉴国内外社科普及先进经

验。组织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省有关部门（单位），不定期对

各地区贯彻落实《条例》的情况进行检查评估，查找薄弱环节，

解决突出问题，逐步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社科普及工作监测

评估指标体系。按照《条例》规定，推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立社科普及工作绩效评估激励机制，组织实施社科普及优秀成

果的评比、展示、转化和推荐；推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对在社科普及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和优秀社科普及项目给予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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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实施工作 
成绩显著单位和个人通报表扬办法 

 

自 2016 年省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

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各地各部门及广大社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省社科普及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为推进《条例》的全面贯彻实施，充分调动和鼓

励全社会参与社科普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各界进一步

关心、支持社科普及，努力开创新时代全省社科普及工作新局面，

根据《条例》第二十八条的明确规定，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

会议决定从 2018 年起在全省对《条例》实施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 

一、表扬范围 

1．单位：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全省地

方社科联、高校社科联、全省性社科类社会组织、社会科学普及

基地，以及《条例》规范的其他部门和单位。 

2．个人：在上述单位从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在职人员。 

二、表扬名额 

成绩显著单位 150 个左右，成绩显著个人 150 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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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地和各有关部门根据推荐名额进行推荐，经相关机构

审核同意后，报送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