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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2 年度楚雄州社科规划社会智库项目

立项名单公示

州县（市）社科研究相关单位、楚雄师院社科联、云南现代职业

技术学院社科联、楚雄医专科技处、州级各社科学术社团、各县

（市）社科联：

2022 年度楚雄州社科规划社会智库项目的申报工作已经结

束。在充分考虑所申报的各项目选题、研究力量、项目设计论证

等方面的基础上，州社科联评选出 38 个课题拟作为 2022 年度楚

雄州社科规划社会智库项目（12 个重点课题，26 个一般课题），

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3 日至 6 月 30 日。公示

期间如有异议，请用实名以书面形式向我会反映，并提供必要的

证据材料和联系方式，以便核实查证，我会将严格予以保密。若

匿名、冒名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0878）3389498

电子邮箱：1209547098@qq.com

mailto:12095470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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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楚雄市阳光大道 364 号州文化活动中心州社科联

社科所

邮政编码：675000

附：2022 年度楚雄州社科规划社会智库项目立项名单

楚雄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2 年 6 月 22 日

报：州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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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楚雄州社科规划社会智库项目立项名单

（一、重点项目 12 项）

序

号

项 目

负责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申报单位）
课 题 名 称

1 杨甫旺 楚雄师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楚雄实践

2 李贵平 楚雄师院 开发元谋环龙街渡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巧渡金沙江”红色旅游品牌

3 李兴奇 楚雄师院 云南乡村文化振兴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4 单江秀 楚雄师院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研究——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

5 杨海波 楚雄师院
《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30 年以来实施现状、成就以及实践

经验研究

6 李翔宇 楚雄师院 楚雄州云南老字号品牌的品牌传播研究

7 陈美玲 楚雄师院 后脱贫时代楚雄州“直过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长效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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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 敏 州委党校 “十四五”期间楚雄州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研究

9 苏忠诚 楚雄市社科联 楚雄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保护开发农村古村落文化研究

10 顾汉鹏 禄丰市委党校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禄丰实践研究

11 缪显茹 元谋县委政研室 元谋县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研究

12 张 勇 州税务局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研究——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

（二）一般项目 26 项

序

号

项 目

负责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申报单位）
课 题 名 称

1 亐开兴 楚雄师院 楚雄市做大肉牛产业发展研究

2 李媛媛 楚雄师院 楚雄州“十四五”新材料产业发展研究

3 许文凤 楚雄师院 乡村振兴视域下楚雄州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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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蕊君 楚雄师院 楚雄农村地区语言使用状况调查及语言扶贫对策研究

5 李雪芬 楚雄师院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楚雄州产业生态化发展研究

6 李麒麟 楚雄医专
楚雄州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研究-以楚雄医专思政部开展“思

政大讲堂”建设为例

7 李文元 楚雄医专 构建更具竞争力的楚雄州人才政策体系研究

8 宋晓霞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楚雄州民族刺绣产业转型与发展

9 李灿辉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楚雄州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研究

10 高 锐 州委党校 楚雄州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研究

11 何 燕 州委党校 楚雄州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高地研究

12 靳丽鸿 州委党校 楚雄州改善民生领域短板问题研究

13 刘建新 州委党校 楚雄州发展数字经济研究

14 杨晓艳 州委党校 后疫情时代楚雄州青年创业问题研究

15 郑丽琼 州委党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楚雄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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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段燕琼 楚雄开发区永安小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楚雄开发区永安小学实践研究

17 顾兴凯 楚雄市社科联 数字乡村试点建设的楚雄市实践探索

18 李雪梅 楚雄市委党校 楚雄市打造大滇西旅游环线重要集散中心研究

19 曹发顺 禄丰市委党校 禄丰市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研究

20 李天道 姚安县委政研室 姚安“小邑拉花“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21 李开华 双柏县民宗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双柏实践路径研究

22 汪加波 永仁县委党校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建

设路径研究

23 拜胜平 大姚县委政研室
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产业发展研究——以大姚县花椒产业为

例

24 起云志 大姚县志办 大姚县“十四五”期间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

25 黎文学 大姚县搬迁安置办 大姚县打造绿色食品产业专题研究

26 杨会香 州社会科学研究所 精神文明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楚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