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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0 年度福建省高校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立项 

名单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 福

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关于推进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建设的意见》（闽委教思〔2017〕

11 号）和《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度福建省高校哲

中 共 福 建 省 委 宣 传 部 

文件 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闽委教思〔2020〕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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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闽教思〔2020〕4 号）

要求，经高校申报推荐、专家评审、主管部门审核、网上公

示等程序，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共同研究

同意，确定立项厦门大学聂辛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权力监

督与制约的重要论述研究》等 100 项 2020 年度福建省高校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

目，现将名单（见附件 1）予以公布。 

各高校党委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基础理论建设，努力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

学科交叉融合和新兴学科发展上闯出一条新路；要改进和完

善科研评价机制，将本项目等同于省社科规划项目，纳入教

师工作量认定、年度考核、职称评审、岗位聘任、评先评优

等方面。各课题负责人和成员要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贯穿研究全过程，聚焦解读中国实践、发展中国理论、

讲好中国故事的道理、学理、哲理，紧跟时代步伐、坚定自

信、培根铸魂、扎根人民、服务人民，形成一批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

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项目结项时成果须满足以下任

意一项条件，即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 2篇以上学术论文

或理论文章、在核心期刊发表 1篇文章、获省厅级（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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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教学科研奖励、研究报告被省厅级（含）以上部门采用。

申请结项材料包括《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

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结项报告书》（见附件 2）、项目

成果（结项成果应与申请书中填写的论证设计与预期成果一

致），由学校科研主管部门审核并在《结项报告书》封面加

盖学校公章后报送省委教育工委思政处。联系人：兰岚，电

话：0591-87091525。 

 

附件：1.2020 年度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2.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结项报告书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  

  

 
 

 

 福建省教育厅 

2020 年 11 月 30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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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度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项目编号 姓名 学校 项目名称 

JSZM2020001 聂辛东 厦门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权力监督与制约的重要论述研究 

JSZM2020002 王艺明 厦门大学 建立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财政制度研究 

JSZM2020003 张  可 厦门大学 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JSZM2020004 储  斌 厦门大学 台湾民间组织对两岸关系与国家统一的影响研究 

JSZM2020005 史冬冬 厦门大学 移动传播时代的媒介“微叙事”研究 

JSZM2020006 魏佳轩 厦门大学 我国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研究 

JSZM2020007 苟斐斐 厦门大学 智能时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国际视阈与本土探索研究 

JSZM2020008 祁  琪 厦门大学 融合背景下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平台研究 

JSZM2020009 曾钰诚 厦门大学 党内法规备案审查机制研究 

JSZM2020010 孙  婕 华侨大学 
全媒介时代语境下福建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保护与

传播研究 

JSZM2020011 吴宏洛 福建师范大学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精准治理研究     

JSZM2020012 高  洁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网络传播有效性研究  

JSZM2020013 叶  静 福建师范大学 新形势下对外开放进程中的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研究    

JSZM2020014 王运彬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红色文化资源的独特育人价值与高校推广路径研究 

JSZM2020015 陈忠生 福建师范大学 古田会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研究 

JSZM2020016 叶祖淼 福建师范大学 探索海峡两岸文教融合发展新路研究   

JSZM2020017 林  锋 福建农林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立德树人重要论述研究 

JSZM2020018 赖淑芳 福建农林大学 荀子“君子”德育思想融入大学生立德树人教育的研究 

JSZM2020019 李  堃 福建医科大学 中国故事融入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路径研究 

JSZM2020020 林丽婷 福建医科大学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动物伦理研究 

JSZM2020021 于  帆 福建医科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疫情防控斗争实践经验的重要论述研究 

JSZM2020022 康红蕾 福建医科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JSZM2020023 赵津津 福建医科大学 从“生态福建”到“美丽中国”研究 

JSZM2020024 陈丽晶 福建中医药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论述对中医药人才培

养的引领研究 

JSZM2020025 张劲松 集美大学 中央苏区文艺运动与美国左翼文艺运动交互影响研究 

JSZM2020026 戴美玲 集美大学 推进福建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内在理路和实践策略研究 

JSZM2020027 谢慧英 集美大学 新时代大学美育改革的问题及路径研究 

JSZM2020028 张哲英 集美大学 百年语文教育观念的前进步履（1921-2021） 

JSZM2020029 陈曼君 集美大学 闽南方言文化资源保护与应用研究 

JSZM2020030 王瑞华 集美大学 2020 年后社会工作参与转型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 

JSZM2020031 杨柳夏 集美大学 “00 后”大学生价值观代内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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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ZM2020032 曾丽华 集美大学 大学文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着力点 

JSZM2020033 陈  虹 闽南师范大学 重大突发事件中高校心理育人的心理危机干预价值研究 

JSZM2020034 宋帮强 闽南师范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的扶贫实践及其启示 

JSZM2020035 陈  莹 闽南师范大学 场景理论视角下社区养老公共文化空间与协同治理研究 

JSZM2020036 陈景亮 闽南师范大学 健康中国 2030 背景下隔代抚育祖辈养老模式优化研究 

JSZM2020037 何孟飞 闽南师范大学 谷文昌东山县社会治理实践及其时代价值研究 

JSZM2020038 王  奇 闽南师范大学 新时代福建省高校传承红色基因的影响因素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JSZM2020039 陈建安 闽南师范大学 两岸闽南文化交流对台湾青年文化认同的影响研究 

JSZM2020040 魏巧俐 闽南师范大学 疏离与回归：新世纪中国喜剧电影现实主义精神的构建 

JSZM2020041 靳凤华 福建工程学院 生态福建视角下福州古厝村落环境色彩的保护研究 

JSZM2020042 林晓萍 福建警察学院 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视角下的福建省区域禁毒合作研究 

JSZM2020043 余晓青 福建警察学院 意识形态网络舆情发展态势跟踪研究 

JSZM2020044 王智强 福建警察学院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深化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建构 

JSZM2020045 林  强 福建警察学院 立德树人视域下的大学文化建设路径研究 

JSZM2020046 杨  斌 福建江夏学院 马克思货币内生框架下利率走廊调控研究 

JSZM2020047 陈盛淦 福建江夏学院 中国特色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建构研究 

JSZM2020048 陈振文 福建江夏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理念

与实践研究 

JSZM2020049 张  云 福建江夏学院 共享经济模式下新型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研究 

JSZM2020050 陈  飞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大思政”背景下大学生政治态度及其培育路径研究 

JSZM2020051 陈小梅 福建商学院 客体关系理论视角下的校园欺凌者心理研究 

JSZM2020052 陈  静 福建商学院 大学传统文化理论教育的学术建构研究 

JSZM2020053 何晓琴 福建商学院 基于弘扬传统文化视角构建设计类专业课程精准思政体系 

JSZM2020054 黄国波 泉州师范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对福建省反精神贫困

的启示与治理策略 

JSZM2020055 王  伟 泉州师范学院 地方文化治理视野下的闽台歌仔戏互动发展研究 

JSZM2020056 陈  欣 泉州师范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 

JSZM2020057 陈亚敏 泉州师范学院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时代传承 

JSZM2020058 彭建升 莆田学院 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变革与风险防范 

JSZM2020059 郑崇玲 闽江学院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政课建设的历史考察和经验

借鉴研究 

JSZM2020060 苏礼和 闽江学院 乡村振兴资源要素的协同供给及其实现机制研究 

JSZM2020061 廖友国 闽江学院 新时代青少年人际信任发展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 

JSZM2020062 吴建铭 闽江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与闽江职业大学实践研究 

JSZM2020063 黄利民 厦门理工学院 泉州古城区语言景观规划研究 

JSZM2020064 魏成元 厦门理工学院 文旅融合视角下福建宋元瓷窑遗址保护利用研究 

JSZM2020065 陈德钦 三明学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

重要论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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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ZM2020066 钟卫华 三明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论述对摆脱贫困和实

现乡村振兴的意义研究 

JSZM2020067 江容眉 宁德师范学院 民法典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JSZM2020068 赵彦飞 厦门医学院 福建高校红医精神育人研究 

JSZM2020069 周鸿艳 厦门医学院 后疫情时代医学院校生命美育资源的开发研究 

JSZM2020070 陈  忠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与重

大实践研究 

JSZM2020071 周  卉 厦门工学院 抗疫歌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思政教育研究 

JSZM2020072 杜  云 阳光学院 新时代政德建设研究 

JSZM2020073 谢苗苗 阳光学院 中国网络文学审美共同体研究 

JSZM2020074 黄雪霞 福州理工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福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 

JSZM2020075 郭  伟 闽南科技学院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一体化的载体与路径研究 

JSZM2020076 李秀锦 福州工商学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研究 

JSZM2020077 卢昌义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从“河口流域治理”到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研究 

JSZM2020078 黄其昌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新时代家风建设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 

JSZM2020079 贺  琳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如何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基于文化对外传播的课程思政

与跨文化能力研究 

JSZM2020080 陈亚红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对大学生社会思潮教育的引领 

JSZM2020081 林伟毅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JSZM2020082 宁莹莹 福建教育学院 习近平青年观论域下公共精神培育机制研究 

JSZM2020083 黄洪霖 福建教育学院 立德树人视域中的传统文化与家庭教育的价值重建研究 

JSZM2020084 张玉祥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文化建设理念研究 

JSZM2020085 谢石城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职教路径研究 

JSZM2020086 陈承财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治理的国家组织力优势及其现代化研究 

JSZM2020087 江明辉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问题研究 

JSZM2020088 伊文婷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生成逻辑与践行路径研究 

JSZM2020089 苏瑞莹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研究 

JSZM2020090 郑云峰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我国房地产管理长效机制研究 

JSZM2020091 李  艳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文化价值视域下的漳州名镇名村的保护与活化研究 

JSZM2020092 林  农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科技特派员制度建设探究 

JSZM2020093 张映彬 黎明职业大学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 

JSZM2020094 柯爱茹 黎明职业大学  高职院校海外办学合作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JSZM2020095 李淑娥 黎明职业大学 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实践研究 

JSZM2020096 熊志强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研究 

JSZM2020097 郑碧丽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健康中国 2030 背景下的健康老龄化体系优化研究 

JSZM2020098 李英伟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JSZM2020099 邱海松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研究 

JSZM2020100 王世泰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新时代“晋江经验”的继承和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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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

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 

结项报告书 
 

 

项  目  编  号                                     

学  科  分  类                                      

项  目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负 责 人 姓 名                                          

负责人所在单位                                             

填  表  日  期                                         

 

 

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制 

2020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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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申请结项的研究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中共福建省委

教育工委享有宣传介绍、推广应用本成果的权力。特此声明。 

成果是否涉及敏感问题或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是□否□ 

    成果是否涉密： 是□ 否□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适用于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

论研究项目。 

二、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如实地填写表内栏目。无内容填写的栏目填写“无”；

所填栏目不够用时可加附页；凡选择性栏目在选项上打“√”。 

三、报送 A4 纸双面打印的《结项报告书》一式 2 份，另附最终成果复印件

（包括期刊封面、目录及内容）或采用证明的成果材料或获奖证书一式 1份。纸

质版经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并在封面加盖学校公章后，

报送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思政处审核。电子版以项目负责人姓名为文件名，发

送至思政处邮箱：jytszcsk@fjsjyt.cn。 

四、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思政处通讯地址：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162号，

电话：0591-87091525， 邮政编码：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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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表 

 

结 项 成 果 名 称  

主    题    词   

预期成果形式   最终成果形式  

计划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实际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变  更  情  况  

成  果  字  数        千字 报送成果套数  是否计划出版  

出 版 时 间、单 位  

结  项  种  类 A．正常       B．提前       C．延期        D．申请中止或撤销 

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主要成员简况  

项
目
负
责
人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职称  

研究专长   学   历  学   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E-mail  

课 

题

组 

主 

要 

成 

员 

姓    名 单      位 职称 承担任务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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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完成的总体情况 

主要内容提示：1.项目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2.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等。（注：本

栏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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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摘要报告 

      成果名称：                  

 

主要内容与要求提示：1.研究成果的框架和基本内容；2.研究内容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3.研究方法；4.学术价值、应用价值或社会影响等。（限 2000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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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费决算表 

经费来源  批准经费总额  

项目支出类别： 

 

1.资料费 

 

2.差旅费 

 

3.会议费 

 

4.设备费 

 

5.咨询（劳务）费 

 

6.印刷费 

 

7.管理费 

 

8.其他经费 

 

9.未支出经费用途： 

 

项目经费支出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单位财务部门意见： 

 

 

 

 

 

 

     财务部门负责人（签章）                     财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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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核意见 

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意见 

主要内容提示：1、是否同意项目负责人意见；2、成果质量是否符合立项申请书的要

求；3、财务、审计部门是否对经费决算签署意见以及是否同意财务、审计部门意见；

4、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和自我管理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公  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主要内容提示：1、是否同意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意见；2、结项申请材料是否符合要

求；3、财务部门是否对经费使用情况签署意见并审核经费使用是否合理；4、是否同

意报送省委教育工委审核。 

 

 

 

 

 

公  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立项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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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2020年 11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