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丽社联〔2019〕17 号

★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丽水市
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通知

各县（市、区）社科联，各院校社科联（科研处），各学会（协

会、研究会），各有关单位：

2019 年度丽水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经有关专家评议审

定，共立项 100 项，分 A 类课题 20 项（代码 LA）、B 类课题

30 项（代码 LB）、C 类课题 50 项（代码 LC）。现予以公布。

完成要求：研究课题立项后，原则上要求一年半内完成。

研究成果形式为论文或研究报告的，要求在市级（含内部）以

上报刊或厅级以上党委、政府部门主办的内部简报上发表；形

式为书籍的，要求在国内出版（含内部发行，有临时书号）。

结题要求：由课题负责人向市社科联提交纸质《丽水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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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研究课题结题表》及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各一式三份(结

题表可向市社科联领取。研究成果形式为论文或研究报告的，

可复印；书籍则需提交 3 本样书)。经验收合格，由市社科联

颁发《结题证书》。

经费资助：根据立项课题类别，市社科联将给予不同额度

的经费资助。其中，A 类课题，资助 1500 元；B 类课题，资助

1000 元；C 类课题，立项不资助。课题经费将按照结题进度分

批发放，已完成结题的课题负责人需及时提供个人银行账户信

息（户名、开户行、卡号），市社科联统一通过支付平台，将

课题经费直接拨付给课题负责人。

2019 年度丽水市
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成果

形式

LA201901
文旅融合背景下的瓯江山水诗

之路研究
梁忆南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著作

LA201902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助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思考
潘建青 丽水市财政局

研究

报告

LA201903 丽水市 GDP 和 GEP 转化研究 周智飞 丽水市统计局
研究

报告

LA201904
关于打造丽水版“富春山居图”

初步思考
周海忠 丽水市创新办 论文

LA201905 丽水旅游文化汉英普及读本 金文丽 丽水学院 著作

LA201906 畲族婚俗仪礼调查研究 项莉芳 景宁县非物质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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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

LA201907 处州民间戏曲文化的研究 林芳 云和中学 著作

LA201908
龙泉青瓷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创

产品的应用研究
王卉 丽水学院 论文

LA201909
丽水西南部集中连片空心化乡

村的产业振兴
胡飞 丽水市委党校

研究

报告

LA201910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路径研究

——以王村口“五色”融合发展

为例

裘莉 丽水学院
研究

报告

LA201911 浙西南革命歌曲研究 夏伟涛 丽水学院 论文

LA201912
文化产业背景下的松阳古村落

资源开发研究
吴颖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LA201913
浙西南红色文化视角下提升党

员党性修养新路径研究
蒋金晶 丽水学院 论文

LA201914
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大众化路径

研究
李琴 丽水学院 论文

LA201915
丽水市乡镇级 GEP 核算研究

——以舒洪镇为例
张乾 丽水学院 论文

LA201916
体育场馆市场化建设与运营的

思考
张栋 丽水市财政局

研究

报告

LA201917

文化引领下的乡村“第六产业”

发展模式研究——以松阳县乡

村书店为例

胡琳玉 松阳县委党校 论文

LA201918
丽水巴比松油画外宣英译策略

探究
柴阳玉 丽水学院 论文

LA201919
丽水市出生缺陷综合防控对策

的研究
张向东

丽水市妇幼保

健院

研究

报告

LA201920

关于丽水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增

收问题的研究——以景宁县农

民增收情况分析为例

邬淑萍
国家统计局丽

水调查队

研究

报告

LB201901
推进“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绩效管理体系的思考
魏叶华 丽水市财政局

研究

报告

LB201902 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刘小平 丽水市税务局
研究

报告

LB201903
进一步深化丽水市本级行政事

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的思考
叶芳儿 丽水市财政局

研究

报告

LB201904

乡村振兴视阈下基层治理创新

初探——基于“黄泥墩经验”的

个案研究

林梦佳 莲都区委党校 论文

LB201905 龙泉青瓷首饰的创新研究 周莉 丽水学院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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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201906

丽水大学生弘扬浙西南革命精

神路径研究——以丽水职业技

术学院学生为例

倪石梅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研究

报告

LB201907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互联网+健

康管理体系构建
尚旭丽

丽水市人民医

院

研究

报告

LB201908
以“红绿融合”理念加快丽水高

质量绿色发展
谢炳麟 丽水市委党校

研究

报告

LB201909

包容性创新视角下“淘宝村”的

发展演化路径——以丽水 J县

“淘宝村”群体为例

刘燕峰 缙云县委党校 论文

LB201910

开创机关党建新局面 建设服务

中心“挺进师”——基于丽水市

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的调查

赵剑红 丽水市委党校
研究

报告

LB201911

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民族

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景宁畲族自治县为例

王晓莲 景宁县委党校 论文

LB20191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侨乡留守

儿童心理发展研究——以青田

县仁庄镇留守侨童为例

何淑娟 丽水学院 论文

LB201913
“浙西南革命精神”融入地方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叶烨 丽水学院 论文

LB201914
畲族体育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

路径研究
邢舟 丽水学院 论文

LB201915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逻

辑探析
徐俊 丽水学院 论文

LB201916

依托红色铁工厂遗址 传承浙西

南革命精神——云和县小顺村

弘扬传承保护浙西南革命精神

实际研究

吴洁菲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LB201917

浙西南革命“植根人民”的基本

经验及现实启示——以挺进师

为例

何跃武 丽水市委党校 论文

LB201918
丽水市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

改革的路径研究
齐杰 丽水市委党校 论文

LB201919
“两山”理论背景下丽水农村电

商物流人才培养研究
钟扬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LB201920
丽水市博物馆系统研学教育功

能提升研究
蔡敏华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研究

报告

LB201921
习近平同志八次赴丽水调研讲

话研究
张永忠 丽水市委党校

研究

报告

LB20192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陈敬东 丽水市委党校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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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丽水地方实践与理论

创新

LB201923
“两山”理念视阈下的乡村振兴

“遂昌模式”探究
夏小菲 遂昌县委党校

研究

报告

LB201924

以乡村文化活动打造乡村文化

品牌的实践与启示——以丽水

“乡村春晚”文化品牌建设为例

帅丽芳 莲都区委党校 论文

LB201925
推进三种文化建设，为企业发展

注魂赋能
周平

丽水市委宣传

部
论文

LB201926

新时代侨乡开放型经济体系构

建研究——基于浙江（青田）华

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建设的

探索

唐耀林 青田县委党校
研究

报告

LB201927
创新龙头企业创业传导与浙江

省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卢显文 丽水电大 论文

LB201928
丽水红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虚

拟社群价值引领的探索与研究
王淑华 丽水学院 论文

LB201929
丽水基层妇幼健康公共卫生服

务均等化研究
雷军

丽水市妇幼保

健院

研究

报告

LB201930
推进信息共享，促进税收共治研

究
李纪灵 丽水市税务局

研究

报告

LC201901
浙西南革命精神当代转化培育

路径探索与运行评估
王增乐 景宁县委党校 论文

LC201902
丽水山区 600 米海拔气候优势

资源分析
吴昊旻 丽水市气象局

研究

报告

LC201903
基于村落类型的溪流水质提升

研究——以丽水村落为例
李启

丽水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论文

LC201904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探究
钟方翼

丽水市农林科

学研究院
论文

LC201905
乡村振兴中的社会参与机制研

究
胡月芬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06
浙西南乡贤文化与乡贤创业群

体研究
周成军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07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

化提升对策研究——以缙云县

为例

张馨月
缙云县委宣传

部

研究

报告

LC201908

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

培养中职学生“吃苦耐劳精神”

的研究与实践

张丽萍 云和县职技校
研究

报告

LC201909
丽水市人均期望寿命现状分析

及对策研究
季巧英

丽水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论文

LC201910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视域下农村 叶春霞 莲都区委党校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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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礼堂建设的发展现状与对

策研究——以莲都区为例

LC201911

青田海外侨团与境外反邪教工

作——以西班牙世界华侨华人

反邪教协会为例

李伟伟 青田县委党校 论文

LC201912

乡村振兴背景下“红绿融合”旅

游发展模式研究——以丽水为

例

廖晓燕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LC201913
5G 赋能丽水畲族乡镇智慧农旅

融合
李永涛 丽水学院

研究

报告

LC201914
新形势下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

思考
蔡焕义 丽水市税务局

研究

报告

LC201915

红绿融合背景下丽水市特色文

化小镇品牌建设研究——以壶

镇机床小镇为例

沈璐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LC201916
丽水市农旅融合促进全域旅游

的发展策略研究
包淑娟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17
丽水市农村留守老人心理帮扶

策略研究
徐亮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LC201918
丽水市新生代农民培训绩效研

究
应畅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LC201919
浙西南革命老区红色旅游融合

发展的路径研究
李伟红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LC201920
休闲美学在丽水丽水乡村民宿

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项春媛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LC201921
“普二”政策下丽水市托幼机构

卫生保健现状研究
周小燕

丽水市妇幼保

健院
论文

LC201922
文化引领乡村振兴的松阳模式

及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究
叶素云 松阳县委党校 论文

LC201923 放松养生：养生的核心理念研究 江有标 丽水中专 论文

LC201924

践行“两山”理念的基本路径及

政策主张——以松阳县生态立

县为例

熊俊 松阳县委党校 论文

LC201925
三生空间有机融合视域下的丽

水大花园核心区建设探析
杨琳 丽水市委党校 论文

LC201926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萤火虫生

境系统在丽水山乡景观中的利

用优化研究

朱志欣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27

浙西南革命精神融入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价值、

挑战及路径探究

江申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28 最优营商环境打造的丽水探索 阙立峻 丽水市委党校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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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最多

跑一次”为例

报告

LC201929
特训营实践民主教育思想的探

索
张月珍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LC201930

基层政协民主监督的成本优化

问题研究——以丽水莲都区政

协“随手拍快捷报”为例

兰峻 丽水市委党校 论文

LC201931 财政扶贫资金探讨 阮美莲 丽水市财政局
研究

报告

LC201932
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

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季翼平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33

依托红色资源优势，加强党员党

性教育——以龙泉市红色资源

整合利用为例

周一力 龙泉市委党校
研究

报告

LC201934
处州南宋著名医家陈无择养生

思想研究
潘铨 丽水市中医院 论文

LC201935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龙泉市康

养产业发展路径
周小宝

龙泉市发展和

改革局

研究

论文

LC201936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畲族

医药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研

究

林伟龙 丽水市中医院
研究

报告

LC201937

浙西南革命精神融入大学生国

防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以

丽水学院为研究基准

吕凯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38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校地合作

办学模式探索与实践——以丽

水学院龙泉青瓷专业为例

季雨林 丽水学院
研究

报告

LC201939
旅游景点英语翻译的跨文化意

识研究——以丽水地区为例
谢清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40

畲族体育文化资源在幼儿园课

程中开发与利用的田野调查研

究

于庆恩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41
基于红色文化的浙西南革命精

神在高校党建工作的应用
王久鹏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42
红色引领：浙西南革命精神融入

高校党建工作实践创新研究
王晶洋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43
遂昌县民间信俗与祭祀建筑研

究
金伟明 丽水市博物馆 论文

LC201944

浙西南革命精神融入高校思政

课教学的意义与路径——以丽

水学院为例

朱宗侠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45 竞争情报视角下打造瓯江文化 毛爽 丽水学院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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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方法和策略研究

LC201946

新时代“浙西南革命精神”融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以丽水学院为例

古俊双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47
基层老年病治疗康复支持机制

体系建设关键问题研究及实践
叶旭亮

莲都区人民医

院

研究

报告

LC201948 缙云道情的现状与保护研究 李海燕 丽水学院 论文

LC201949
粟裕在浙西南革命足迹调查研

究
朱乐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图片

LC201950
以书为媒,文旅融合——青田县

图书馆+民宿的探索与思考
刘文华 青田县图书馆 论文

丽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9 年 12 月 11 日

抄送：省社科联，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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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9年 12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