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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漳社科联〔2025〕10 号

关于下达 2025 年度漳州市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的通知

闽南师范大学科研处、市属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市直各有

关单位，各县（区）社科联，开发区（投资区）宣传文化部

门，市社科联所属学会：

根据《漳州市社科联关于申报漳州市 2025 年度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的通知》（漳社科联﹝2025﹞3 号），

各课题单位及负责人按时提交课题申报材料，经相关学科评

委评审，且公示无异议，经研究，确定 140 项课题作为 2025

年度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具体名单详见附

件 1）。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材料要求

1.材料要求：各课题单位须填报《立项表》（电子版、

纸质版一份）。相关表格可从漳州市社科联办公室、各县（区）

社科联、开发区（投资区）宣传文化部门、各高校科研管理

部门咨询获取，或者从漳州新闻网《社科之窗》栏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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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送时间：7 月 25 日下午下班前，逾期未报送立项材

料的，视为主动放弃立项。

3.报送形式：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县（区）社科联、

开发区（投资区）宣传文化部门审核后报送至市社科联。市

直各单位和各学会的课题材料直接报送至市社科联。

二、结项材料要求

各课题负责人要认真组织做好课题研究工作，并按时提

交课题成果。具体要求：

1.课题立项后，不得随意更改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

不得变更课题题目及研究内容。

2.最终研究成果必须符合政治导向和学术规范，相关引

文和史料务必注明出处。

3.质量要求：导向正确，观点准确，表述规范，文字准

确，引用数据真实有效。

4.根据《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管理办法》具备下列

条件之一的课题可免于评审：

①获得省部级评奖三等及以上奖励的课题成果；

②提出的理论观点、政策建议或课题成果等获得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或省部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

③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不宜公开，而质量已得到有关部门

认可的课题成果。

属于上述情况者，可提交免于评审的申请，并附有关证

明材料，加盖推荐单位公章，连同最终成果一并上报。

5.格式要求：课题题目；课题组成员 3 人以上（含 3 人）

署单位课题组，3 人以下署个人姓名；内容摘要（300 字左

右）、关键词（3-5 个）；正文[文内序号：一、（一）1.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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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考文献及尾注；课题组成员信息（包括课题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姓名、单位、职务、职称）。

6.报送时间：2025 年 10 月 13 日至 17 日，逾期未提交的，

视为主动放弃结项评审。

7.报送形式：材料须符合成果格式要求，（1）纸质版：

有课题组成员信息的课题成果一份，附查重报告一份（查重

率 20%以下），由推荐单位盖章。书面材料统一用 A3 纸双面

印制，中缝装订。（2）电子版：一份有课题组成员信息的

课题成果，文件名为“课题名称+负责人姓名”。一份匿名

的课题成果，文件名为“课题名称”，内容不得体现课题组

负责人及成员信息，不得体现单位信息。以上材料压缩后以

单位名称命名。所有材料一并报送市社科联审核，不接收电

子邮箱报送。

市社科联地址：漳州市胜利西路 118 号市委大院内 48

号楼 2 楼。联系人：陈玲玲、沈钰冰，联系电话：2030235、

2030916。

三、课题资助形式

课题结项后，市社科联将根据课题等级向申报单位拨付

一定的资助经费。自筹课题无资助经费。

附件：1.2025年度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2.2025年度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立项表

漳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5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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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5 年度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立项名单
（思政类）

资助课题（26 项）

立项编号 申报题目 课题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LX2025311001

中华文化视阈下提升台湾同

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

理机制研究

辛增友、闽南师范大学教育

与心理学院心理系主任、副

教授

陈安梅、朱雅兰、赵广

平、陈舒瀚、张茹

LX2025311002
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推进漳

州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

林阿妙 、中共漳州市委党

校科技文史教研部部长、副

教授

无

LX2025311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

神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研究

袁岩凤、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教师工作部部长、人力资源

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韩阿火、林春鸿、邱晓

雯、李臻荣、朱志明

LX2025311004

高水平建设法治漳州，提升市

域治理现代化 水平研究——

漳州人大推动基层治理法治

化的实践与探索

杨宇静、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副教授

柯凤华、陈雪琴、林晖、

陈璐、卞国平

LX2025311005

文化认同理论视域下开漳圣

王信仰的历史演进与共同体

意识的现代建构

刘永刚、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讲师
王萌哲、刘柯、高春林

LX2025311006

漳州市破解农村“空心化”

的治理机制与乡村振兴路径

研究

张智文、中共漳州市委党校

统战理论教研部部长、副教

授

冯泽杰、王艺红、黄修

平

LX2025311007

“近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效

能提升的创新实践——以漳

州市长泰区“四微工作法”为

例

黄艳婷、中共漳州市长泰区

委党校办公室副主任、讲师
杨毅娟、林勇泰

LX2025311008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赋能

两岸融合发展的司法路径及

漳州实践研究

赵凌、闽南师范大学法学

院、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谷婀娜、敖玉芬、傅振

中、甘凤梅、金英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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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2025311009

高职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的三棱锥模型构

建及实践路径研究

洪张雨婷、漳州职业技术学

院智能制造学院专职辅导

员、助教

张晓彬、陈晓宝、陈东

兴、何静颖、马举

LX2025311010

基于 AI 情绪识别的园艺疗法

对高职生焦虑的靶向干预机

制研究——以漳州某高职院

校为例

叶雪芹、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生态景观学院团委书记、讲

师

林艺松、罗水木、郭铭

辉、张航彬、陈虹坡

LX2025311011

基于“洋葱模型”的医疗护理

员胜任力影响因素分析及提

升策略研究

赵倩、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助教

汪美华、李巧玲、黄琛

琛、李燕燕、廖巧静

LX2025311012
讲好闽南故事，传承弘扬海丝

文化的路径研究

汪馨兰、闽南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陈丽、陈添添、赵乐洋、

黄燕贞

LX2025311013
漳州专门学校青少年物质滥

用行为社会心理干预

余伟贵、福建省漳州司法强

制隔离戒毒所党委书记、所

长

吴灿、黄思衡、粱楹、

吴文强、何锦皇、郭焱

超

LX2025311014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智慧社区

建设

的模式比较与发展路径研究

陈婧、中共漳州市委党校助

教
无

LX2025311015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时代

好青年培育研究

陈步青、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学生服务中心主任、副研究

员

柯耀辉、陈燕玲、林晓
文、陈志林

LX2025311016
谷文昌先进事迹融入高校青
年教师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

探析

黄淑贞、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教授

叶阿恋、张锐鸿、叶惠
恋、戴吴婷

LX2025311017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漳州实践

及其贯彻路径研究
巩遐、漳州城市职业学院专

任教师、副教授
陈中丽、杜雨茜

LX2025311018

新时期“发现-转介-干预”临
界预防工作体系建设的研究
——以漳州市中职学校临界
预防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例

刘书佳、共青团漳州市委书
记

林凌、林婕、詹淋评、
潘春珠、陈良鹏

LX2025311019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
重要论述在漳州的探索与实

践研究

朱智捷、中共漳州市委党校
讲师

无

LX2025311020

校家社协同育人视域下农村

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支持

路径探索——以漳州平和县

复兴村为例

林冰、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心

理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姚静峰、张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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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2025311021
大数据驱动下智慧巡防体系

构建研究

韩志忠、漳州市公安局新时

代漳州 110 研究中心副主

任、巡特警支队支队长、二

级高级警长

郭佳添、黄青平、吴浩

宇

LX2025311022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新时代“女排精神”的传承与

创新应用研究

张健、闽南师范大学体育学

院、副教授

刘年伟、陈德权、贺珷、

马冬雪

LX2025311023
大数据驱动高校治理的创新

转向研究

黄妍、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党

政办公室效能督查科科员、

助理研究员

郑志荣、赵矿军、

洪彦、陈晓立

LX2025311024

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老区高质

量发展——从早期中共官浔

支部建设说起

王碧宝、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副教

授

何木、张静容、何静颖、

张锐鸿、郑艺臻

LX2025311025

事业单位心理服务供给侧改

革路径——基于漳州市 1734

名职工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启

示

陈翼、中共漳州市委党校讲

师
陈 瑛

LX2025311026
漳州澳角村的现代化叙事与

启示研究

马怡、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讲师

李重明、宋萍香、黄佳

瑛、马新茹、刘娅萍

自筹课题（8 项）

LX2025301001
低生育率背景下漳州市幼儿

园空间规划的现状与优化

李晓霞、闽南师范大学教育

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刘舒萍、陈艺谋、赖松

洋、王秋月

LX2025301002
城乡惠背景下涉医食住行的

民生权益司法保护问题研究

陈淑香、漳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三级

高级法官

廖书茵、陈于伦、郑勇

金、杨烨、陈砚欣

LX2025301003

构建多元化家事纠纷预防与

化解机制研究--以土楼区域

为研究样本

卢明春、南靖县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四级高级法

官

林德伟、郑林娜、简林

津、郑国宝、沈湫玮

LX2025301004

“连心桥”协同保护机制的探

索与实践——以困境妇女维

权保护的典型案例为蓝本

陈群霞、漳州市妇联党组书

记、主席

陈琼英、陈柳、何维、

张婧、陈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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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2025301005
高水平建设法治漳州，提升市

域治理现代化水平研究

李坤明、中共漳州市委党校

副教授
无

LX2025301006
大数据驱动下学术团体的研

究能力跃升

符夷杰、漳州市税务学会会

长、高级经济师

游庆文、陈文裕、沈毅

斌、黄安娜

LX2025301007

金融治理协同理念下金融纠

纷处置一体化工作机制之定

位与探索

郑通斌、漳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三级

高级法官

郭兰君、叶维文、洪碧

蓉、黄佳、高洁

LX2025301008
漳州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格局的实践与创新研究

沈诏东，诏安县委政法委副

书记
沈炎丹、高立

2025 年度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立项名单
（经济类）

资助课题（29 项）

立项编号 申报题目 课题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LX2025312001
数字物流助推漳州市数字乡村高

质量发展

陈梦、厦门大学嘉庚学

院副教授

周亮、王静、李莹、

彭伊伶、李玲玲

LX2025312002
漳台两岸共同市场创新融合

发展机制、路径与对策研究

丁保国、厦门大学嘉庚

学院副教授

黄燕萍、杜强国

（台胞）、陈炳飞

LX2025312003
漳州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

“四链”融合机制研究

马桂婵、中共漳州市委

党校经济学教研部部

长、副教授

无

LX2025312004
漳州高职院校助力数字乡村建设

路径研究

陈爱文、漳州城市职业

学院科研与实训中心实

训中心管理科科长、助

理研究员

苏英顺、杨小玉、

高志滨、罗俊星、

王君

LX2025312005
韧性城市视域下漳州海绵样板城

市建设机制与多维路径研究

吴遴遴、漳州城市职业

学院专任教师、讲师

叶淑惠、欧阳筠、

吴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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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2025312006
漳州市高质量实现碳达峰目标的

难点、关键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

葛泽文、厦门大学嘉庚

学院讲师
朱萃

LX2025312007

滨海休闲渔业与乡村振兴的融合

发展路径研究——以漳浦整美村

为例

蔡奇杉、厦门大学嘉庚

学院讲师

李宝宏、董立军、

王梓晨、王勤

LX2025312008
漳州市“圆山计划”推进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研究

董洁玲、中共漳州市委

党校
郭雅斌

LX2025312009

产业链集群驱动的县域经济能级

跃升路径研究——以长泰区电子

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为例

杨毅娟、中共漳州市长

泰区委党校培训联络部

副主任、讲师

王少芬、黄艳婷、

杨育夫

LX2025312010
海洋经济视域下漳州建设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的路径研究

陈斌、厦门大学嘉庚学

院副教授

林子荣，陈斯婷，

王添文，郑学渊

（台胞）

LX2025312011
数字化发展对漳州产业链韧性的

影响机制与对策研究

程水红、闽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副教授

肖庆业、张贞、吴

宜勇

LX2025312012
营销视域下漳州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路径探析

尤晨、闽南师范大学专

任教师、教授
陈再福、李敏

LX2025312013

标准化工业园区驱动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以

漳浦县产业社区建设为例

林玲、中共漳浦县委党

校工会主席、科研处主

任、高级讲师

无

LX2025312014
漳台创意农业合作的金融支持绩

效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何惠敏、漳州科技职业

学院商学院专任教师、

副教授

陈晓健、蔡志君、

何洁琼、陈亚兰、

林贤元

LX2025312015
漳州海绵城市湿地生态修复与雨

水资源化集成技术开发

黄思恩、漳州职业技术

学院、工程师

高剑平、姚立军、

林晓君、黄鹏萍

LX2025312016

漳州市加快构建“四链”(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创

新生态的机制、路径与对策研究

黄河清、漳州市南下服

务团团史研究会、副教

授

伦杰、陈馨、黄毅、

黄晓东

LX2025312017
基于产品数据挖掘的漳州休闲食

品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吴威、漳州职业技术学

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师、

许艳婷、林小虾、

林劲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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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LX2025312018
漳州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

研究

杨剑英、漳州职业技术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

师、讲师

谢鑫

LX2025312019

四链融合视角下古雷石化基地与

国内主要石化基地的差异化发展

路径研究

陈少燕、漳州科技职业

学院商学院教研室主

任、讲师

蔡志君、陈聪慧、

许晓艺

LX2025312020

打造海绵城市建设“漳州样板”，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的策略与实践

研究

林文斌、漳州市风景园

林中心主任、高级工程

师

周小伟、周珊珊

蒋水龙、黄小梅、

黄思忆

LX2025312021
职业教育赋能漳州中小微企业

“智改数转”的实践路径研究

王纯莲、漳州职业技术

学院人事处科员、助理

研究员

江晟杰、洪悦静、

陈曦、许志跃

LX2025312022

陆海统筹加快推进漳州海洋牧

场（深远海装备养殖）选址规划

研究

许少亮、福建中咨规划

设计研究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陶勇、康超、许哲、

陈艳翠、吴辛杰

LX2025312023

AI 赋能下漳州“两园两区”建筑

产业智能化跃迁与县域经济增长

及培育路径

陈孟佳、厦门大学嘉庚

学院助教

周忠长、何相聚、

陈宇祯、林奕衍

LX2025312024 两岸融合发展法治话语权之构建
肖世贵、闽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讲师
曹繁有、李亮国

LX2025312025
促进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增强

漳州扩大内需动力的策略研究

林洁、中共漳州市委党

校副教授
无

LX2025312026
漳州林业 “三票融合” 改革深

化研究

邹丹丹、中共漳州市委

党校讲师
无

LX2025312027
漳州圆山创新港·科学城建设研

究

杨娇雪、漳州市创新创

业服务中心 经济师

邹耀萱、高剑龙、

郭月煌

LX2025312028
新质生产力赋能漳州招商引资提

质增效的路径研究

林建海、漳州市龙文区

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朱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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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2025312029
资本与技术双轮驱动，推进漳州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郑燕珊、中共漳州市委

党校讲师
无

自筹课题（7 项）

LX2025302001

产教融合赋能漳州市"四链"融合

创新生态研究——以漳州城市职

业学院数字智能学院为例

石美莹、漳州城市职业

学院教务处处长、副教

授

高志滨、郭亚峰

LX2025302002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漳州市乡村

全面振兴研究

林惠虾、中共漳州市委

党校副教授
无

LX2025302003
漳州提升中心城区辐射带动能力

的规划与实践研究

周金龙、漳州市规划编

制研究中心主任、高级

工程师

许少亮、袁章梦、

左丰、杨慧贤、林

晓云

LX2025302004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漳州食品

企业数据资产化发展路径研究

蔡德静、漳州职业技术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

师、讲师

陈智群、范巧燕、

温妙红

LX2025302005
漳州市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现

状及其对策研究

沈细冰、漳州市科技情

报研究所所长、高级工

程师

、王永兴、张诗源、

汪少聪、李瑞瑞

LX2025302006
漳州市加快构建“四链”融合创

新生态的机制、路径与对策研究

伍乐生、漳州职业技术

学院发改处副处长、教

授

张胜利

LX2025302007
漳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思路研

究

林志国、漳州信息产业

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

记、高级经济师

邹炎火、徐立文、

陈炜彬

免于评审课题（1 项）

LX2025322001
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水产品精深

加工产业发展的建议

许惠英中国民主建国会

漳州市委会副主委、秘

书长

曾中华、林铭煌、

蔡清良、朱亚磊、

李辉

咨政成果转化情况：获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并已转交部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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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立项名单
（文史 1 类）

资助课题（19 项）

立项编号 申报题目 课题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LX2025313001
漳州传统技艺传承人的培养与

技艺传承研究

贾峰、漳州职业技术学

院文化旅游学院教师、

讲师

黄文丽、吴煜璠、

施显天、赖誌慧

LX2025313002

艺术矫治视角下的非遗文化传

承与服刑人员改造融合研究

----以非遗项目引进 Z 监狱

为例

刘莹（台籍）、漳州职

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学

院 教师、副教授

李金莲、陈亚鹏、

陈佳佳

LX2025313003

闽台中医药文化“中和思想”

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当代价

值、内容指向与实践维度

万珺、漳州卫生职业学

院、讲师

方鑫、黄桂钦、沈

锦华

LX2025313004
漳州剪纸艺术介入的社区情感

关怀研究

丁寰、厦门大学嘉庚学

院讲师

许钰伟、朱雯、商

墩江、柯玉兴、曾

黄昕

LX2025313005
交互叙事视界下漳州锦歌的数

字化传承与传播研究

林艳、芗城区文化馆副

馆长、漳州市曲艺家协

会主席

庄雅玲、刘小英、

李培达、林艺凌、

陈小昕

LX2025313006
谷文昌文稿整理与研究

（1950-1964）

刘聪杰 、中共漳州市委

党校谷文昌精神研究室

主任、副教授

无

LX202531300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谷文昌同志

重要论述研究

陈贤滨、中共漳州市委

党校哲学法学教研部部

长、副教授

无

LX2025313008
黄道周的廉洁观及其时代价值

研究

袁荔芳、闽南师范大学

党委组织部综合科科

长、助理研究员

阎铭、赵丽霞、蔡

惠茹、方奕琳、陈

怡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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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2025313009

永做“人民的保护神”——“漳

州 110”的传承发展与时代启

示

曾进兴、中共漳州市委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

任、讲师

林绿、张慧华、刘

丽玲

LX2025313010
闽南文化IP转化视域下的漳州

银发经济教育创新研究

史海涛、漳州市老年学

学会会员、闽南师范大

学法学院讲师

黎春娴、余瑞萍、

包坤、叶淑真、曾

丽平

LX2025313011

乡土文化调解在社会基层治理

中存在的问题与创新性发展

——以芗城法院为研究样本

林银木、芗城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三级高级

法官

曾陈斌、沈志清、

郑晓婷、曾裕彤

LX2025313012

AI技术赋能漳州红色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以漳州城市职

业学院红色校史为例

游雪慧、漳州城市职业

学院网络信息管理科科

长、助理研究员

廖晓倩

LX2025313013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在乡风文明

建设中的价值与路径探究——

以漳州市为例

陈铃光、中共漳州市委

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部

长、副教授

黄艳菁

LX2025313014

Z 世代视域下非遗融入高校思

政课教学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

径——基于漳州非遗与《思想

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耦合研究

李淑惠、漳州城市职业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

任教师、讲师

陈中丽、陈群、郭

兰谊、张嘉昇、刘

青青

LX2025313015
漳州南昌起义参加者吴国珍的

革命精神及时代价值研究

陈诗婷、中共漳州市长

泰区委党校培训联络部

干部、专技十三级

叶小秋、陈馨贶

LX2025313016

擦亮谷文昌先进事迹红色文化

名片——略论谷文昌先进事迹

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可行性和重要意义

林喜禄、中共东山县委

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四

级调研员、现任东山县

文化发展研究会会长

陈洪毓婧

廖汝烟

LX2025313017
漳州青草药文化的医德价值研

究

陈艺芬、漳州卫生职业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院长、副教授

黄先德、刘雪娜、

姚艺玲、李晓燕

LX2025313018
戏剧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

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林珣如、漳州城市职业

学院思政辅导员、助教
陈秋婷、方灿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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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2025313019
闽南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学思

政课建设实践探索研究

洪锦辉漳州一中古雷港

分校办公室副主任、一

级教师

李婷、戴华莉、何

立维、韩建军、高

艺津

自筹课题（3 项）

LX2025303001
打造红色文化遗产智慧平台

助推漳州红色文化旅游产业

林登山、毛主席率领红

军攻克漳州纪念馆负责

人、文博馆员

邱燕红、李莉莉、

胡菲菲、张远征

LX2025303002
漳籍女英雄李林研究的困境与

突破路径

陈忠杰、漳州市闽粤赣

边区革命史研究会、会

长（副高）

陈馨、郑巧玉、蔡

毅强、黄河清、黄

艳菁

LX2025303003
特色校史资源赋能高职院校

“大思政课”建设研究

魏燕萍、漳州科技职业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习

概教研室主任、助理研

究员

林春鸿、谢晓梅、

杨艺海、林晓文

2025 年度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立项名单
（文史 2 类）

资助课题（36 项）

立项编号 申报题目 课题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LX2025314001
东山岛海洋红色文化赋能“蓝

色思政”的耦合机制研究

沈锦华、漳州卫生职业学

院、讲师

万珺、黄桂钦、陈晶、

沈淑云、吴菲琼

LX2025314002
闽台融合背景下漳州文化新

质生产力培育研究

陈燕玲、漳州卫生职业学

院、助教

杜雨茜、吴学兵、鄢

姿、陈淑汶、 方奕

琳

LX2025314003

山海相融：文旅融合视域下漳

州“文化名城”的形象传播策

略研究

许丽霞、闽南师范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张燕萍、庄学村、唐

沛、吴兴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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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2025314004
闽台本草药名的语言演变及

其谱系构建

张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

院、副教授

蔡于然、蔡少杭、林

清霞、姚新枝、邹新

龙

LX2025314005

“两个结合”视域下闽南文化

精神谱系的德育资源生成理

路和发挥机制研究

林瑞云、漳州职业技术学

院国际合作学院第一党

支部书记、副教授

杨秋红

LX2025314006
菲律宾华裔青少年闽南文化

认同研究

吴思敏、闽南师范大学文

学院、讲师

杨杏红、林晓、林丹

丹、 赵丽霞

LX2025314007

基于智能时代背景下非遗技

艺的传承与发展——以闽南

贝雕为例

赵秀、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讲师
耿潇逸、金烨欣

LX2025314008
数智赋能漳州非遗文化多模

态传播机制研究

李翠琼、闽南师范大学外

语学院讲师

郑家芳、周苏萍、苏

秀玲、钟晶

LX2025314009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漳州土楼

保护传承体系构建及实施路

径研究

王丰丰、漳州市闽南文化

生态保护中心文博副研

究馆员（副高）

张长水、商艺虹、林

文钦、杨宗明

LX2025314010
媒体与知识分子的抗战叙事：

林语堂与《大公报》研究

陈智淦、厦门大学嘉庚学

院副教授

王小慧、蔡秀星、郑

锦怀

LX2025314011

东亚文化共同体视域下闽南

文化对外传播现状与策略研

究

郭立欣、闽南师范大学文

学院、讲师

李新东、蔡钰淩、王

馨宜

LX2025314012
创新设计赋能下漳州月港中

国帆船营造法式的活化研究

蔡雯雯、闽南师范大学艺

术学院、助教

杨伯垲、蔡咏麟、郭

春兰、王馨宜、林瑞

红

LX2025314013

濒危方言的活化：以闽南语古

诗诵读为载体的数字化保护

研究

傅倩琛、闽南师范大学图

书馆、馆员

施榆生、洪水英、陈

群、赵立红

LX2025314014
闽台融合发展视域下宗祠治

理法治化路径研究

王贺洋、漳州市闽南文化

研究会、闽南师范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

景孝杰、郑勇金

LX2025314015
漳州“蓝氏三杰”文化遗产资

源保护与创新发展研究

邱添乾、漳州职业技术学

院工会副主席、副教授
郑舒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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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2025314016

数字人文驱动下漳州祖地文

化资源活化路径研究——基

于湖西畲族乡的实践探索

柯真、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综合科负责人、副

教授

王燕贞、方晓明

LX2025314017

从“海丝”到“会馆”：越南

碑刻所见漳州移民的海洋网

络与文化纽带

刘怡青、闽南师范大学历

史与地理学院、副教授

（台湾老师）

潘青皇

LX2025314018
闽南古厝装饰图案及其谱系

研究

柳瑄、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副教授
唐刚、周涛、景银

LX2025314019
陈嘉庚在漳经济社会活动研

究

杨碧琴、闽南师范大学商

学院、支部书记、MIB 副

主任、副教授

林南中

LX2025314020
漳州传统建筑彩绘调查及其

保护对策初步研究

钟武艺、福建省古厝文化

研究会专家委员会成员、

文博馆员

董航、钟灵玥

LX2025314021

从文化资源到美育载体：林氏

义庄“义精神” 融入版画课

堂的教学实践

康丽清、漳州台商投资区

角美第二中心小学书记、

校长、高级教师

陈蓉蓉、李 娉、

黄美英、林琳、陈培

铷

LX2025314022
闽南本土文化与小学语文

课程融合的沉浸式实践研究

朱淑娟、龙溪师范学校附

属小学、中级职称

麦琼、艾青、马聪

娴、韩荟萍、许秀容

LX2025314023
海外漳籍华人文学中的闽南

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

谢燕燕、闽南师范大学外

国语学院、助教

王羽青、刘玉杰、潘

伟华

LX2025314024

文化基因的代际解构与重构：

闽南方言传承的双向困境与

策略新探

林颂育、闽南师范大学文

学院、副教授
涂敏华

LX2025314025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民俗

实践的重构与范式转型研究

——以漳州古城为例

韩熠、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讲师

那玉、商墩江、王笑

寒

LX2025314026
漳州南靖“竹马舞”的数字化

活态传承研究

张智柯、厦门大学嘉庚学

院讲师

廖瑞洁、郑彬彬、傅

慧灵、周玉婷

LX2025314027

文化 IP 驱动下漳州历史名人

遗产资源创造性转化与文旅

融合路径研究——以陈淳为

苏凌滢、中共漳州市委党

校讲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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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LX2025314028
从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看漳

州文化对外输出的策略构建

倪春兰、闽南师范大学外

国语学院、讲师

王羽青、邱文生、周

强、杨静娟

LX2025314029

两岸融合发展视域下闽台传

统

舞蹈文化研究

郑玉玲、漳州市舞蹈家协

会主席、闽南师大闽南文

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博导

林枫、曾菲菲、沈毅

玲、康国晶、孙婷婷

LX2025314030

布洛克时期砂拉越闽南方言

群的区域贡献及其在地意义

研究

鲁政、闽南师范大学文学

院、讲师
于苑

LX2025314031
闽南功夫茶两岸标准共通与

融合发展研究

范春梅、漳州科技职业学

院茶与食品科技学院副

院长、副教授

陈涛、程艳斐、张玲

芝、王瑞香、王阿玲

LX2025314032

两岸民间信仰的融合模式与

路径——以东山关帝文化旅

游节为例

何纯洁、中共漳州市委党

校助教
林焱

LX2025314033
漳州推动“陈三五娘传说”海

外传播的可行性研究

房占元、闽南师范大

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郭小艳、郭塔珠

LX2025314034 福建方志中的阳明学
张山梁、中共平和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客座研究员
颜晓星、张儒弘

LX2025314035

在地性与创新性：闽南文化元

素在现代设计中的转译路径

研究

杨艺贞、漳州职业技术学

院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
无

LX2025314036

赓续闽南文脉，建设文化名城

——漳州古城保护开发策略

研究

郑皓怡、中共漳州市委党

校讲师
张宝娟

自筹课题（11 项）

LX2025304001
AI 赋能历史课堂：用闽南故事

诠释海丝文化的实践探究

林静、漳州一中、一级教

师

陈宇翔、张龙珠、陈

伟达、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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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2025304002

三平祖师公药签文化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传播与交流的

适应性研究

许艳婷、漳州卫生职业学

院、讲师

付达华、潘伟滨、吴

威、林小虾、蔡秀燕

LX2025304003

开放大学运行机制下的闽南

特色文化建设与传播机制研

究——管理学视角下的终身

教育实践

柯菁、漳州开放大学教务

处副主任、副教授

詹志灵、朱薇丽，郭

建鹏、林晓伟、余础

础

LX2025304004
闽南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初中

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

林雪城、漳州市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中心、高级教师

陈镇城、李耀珍、包

良、许友森

LX2025304005

漳州非遗技艺传承中的大国

工匠精神解码与当代价值研

究

林悦靖、漳州技师学院文

化艺术系专业教师、助理

讲师

卓秀文、叶蔚、刘一

超、曾芳芳

LX2025304006

民间信仰的现代表达--东山

关帝文化“两创”实践路径研

究

朱冬琼、东山县委党校科

研室副主任、讲师
许依澜

LX2025304007
省级“非遗”漳州剪瓷雕进高

校的路径研究

李森寿、漳州城市职业学

院专任教师、讲师

倪萍、林艺君、陈晓

菲、朱轩、郑婷

LX2025304008
闽台闽南方言的保护传承现

状与展望

吴晓芳、闽南师范大学、

教授

肖永红、卢芸艺、庄

初升、李静

LX2025304009

以漳州古城为切入点探究闽

南文化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中的桥梁作用

庄雅玲、漳州卫生职业学

院、副教授

林桂芬、卢志军、

刘小英、陈小昕、黄

林苹

LX2025304010

《传承弘扬海丝文化，讲好闽

南传统服饰发展故事的路径

与实践研究》

吴燕滨 福建省龙海第一

中学高级教师（龙海四中

挂职副校长）

林志强、欧淑君、林

美玲、郭逸君

LX2025304011
开漳圣王信仰与海峡两岸文

化认同研究

吴景川、中共云霄县委讲

师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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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 年度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

课题立项表

课题类别 立项编号

课题题目

课题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完成时间

结项成果

要求

1.不得随意改变课题题目和研究内容。

2.成果字数掌握在 5 千字—1 万字范围内。

3.按如下格式进行成果排版：题目、课题组名称或个人姓名、内

容摘要（300 字）、关键词（3-5 个）、正文[文内序号：一、（一）

1.⑴①]、参考文献、课题组成员信息（包括课题负责人、课题组成

员姓名、单位、职务或职称）。

本课题组承诺按以上要求执行。

经费资助
经市社科联审批结项后，市社科联将根据课题等级向申报单

位拨付一定的资助经费。自筹课题无资助经费。

中期成果论证

填写说明：1.课题阶段性研究情况可按以下参考框架填写。2.撰写提纲要求逻

辑清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翔实，排版清晰。总字数不超过4000 字。

一、主要阶段性成果

（1）研究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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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课题类别：思政类、经济类、文史 1 类、文史 2 类。2.立项编

号见附件 1 表格。3.本表一式一份。4.不按时报送本表的，视为放弃

课题立项。

（2）阶段性成果应用情况

（3）获得市委市政府及以上领导批示采纳情况，或出版发表情况等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分析

三、后期研究计划

四、可预期成果

（1）项目升级情况

（2）咨政转化预期分析

课题负责人（签字）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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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 2025年5月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