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肇庆学院 2024 年度校级科研基金项目申报指南

为扎实推进学校科研工作的开展，鼓励科研创新，提升教职工的

科研创新能力，引导和鼓励科学研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现启

动 2024 年度校级科研基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一、总体申报条件

1.每人限申请项目 1 项，参与项目 2 项；

2.已获学校立项资助过两次（含两次）以上的申请人不得申报；

3.凡在研的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及校级科研基金项目未结题的项

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2024 年校级课题（重点课题除外）；

4.已获资助的各类纵向课题和校级课题不得重复申报本次校级基金

项目；

5.项目负责人承担各级各类纵向科研项目逾期未结题或科研项目被

撤题、中止者不予申报（*注：一旦发现有不符合上述条件的申报者，

将取消申报资格。）；

6.请申报人参照“2024 年校级项目学科分类指南（附件 2）”填写相

应的学科分类。

二、项目类别及申报条件

（一）重点课题

重点项目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针对已有较好基础

的研究方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促进学科发

展，推动若干重要领域或科学前沿取得突破。

申报条件：



(1)申报人应为具有博士学位或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以上的在校在

岗教职员工；

(2)申报人应具有承担相关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近五年已主持过

市厅级（含以上）科研项目；

(3)近 5 年在肇庆学院重要学术期刊目录（2019 年版）认定的核

心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文（术）科 1 篇及以上（至少 1

篇 C类期刊），理工科 3篇及以上（至少 1 篇 C类期刊）。

（二）青年项目

青年项目支持我校青年教职工在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

基础研究工作，特别注重培养青年教职工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

新研究的能力，激励青年教职工的创新思维。

申报条件：

(1)申报人须为学校在职在岗教职工

(2)申报人年龄必须在 40 岁以下（含 40 岁），即 1984 年 7 月 1

日后出生。

(3)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或者承担过青年项目的（包括被终止或撤

销的项目），不得再次申请。

（三）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类项目

根据肇庆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充分调动高校研究力量，推动肇庆建设为珠三角核心区西部

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新都市。本类项目以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合理增长、提质增效，



增强肇庆经济发展动能，包括有望承接的各企、事业单位的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项目及其他合作研究项目。

1.选题范围

(1)西江历史文化

(2)地方红色文化

(3)廉政文化建设

(4)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5)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6)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7)建设绿美肇庆

(8)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

(9)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2.申报条件

(1)申报人须为学校在职在岗教职工；

(2)申报者应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

实质性研究工作；

(3)申报者应具有承担相关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或专业相关。

（四）“百千万工程”改革和政策研究专项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1310”具体部

署，深入研究“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

点问题，形成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对策建议，推动“百千万工程”不



断取得新突破。

1.选题范围

(1)乡村教育质量发展研究

(2)地方高校“区域国别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镇生态经济发展

(4)农村集体经济研究

(5)康养经济管理服务体系研究

(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构建及其高质量发展

(7)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与机制创新研究

(8)农村闲置资源盘活利用的对策研究

(9)乡村濒危古迹和遗存保护问题研究

(10)乡村旅游规划提升及运营策略研究

(11)聚力文化赋能，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

(12)智慧乡村建设

(13)肇庆“土特产”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研究

(14)肇庆市集体林权改革和林业产业发展研究

(15)关于探索推进“镇投公司”建设的研究

(16)关于农村闲置资产盘活的调研报告

(17)关于推动农村“三资”管理水平优化发展的调研报告

(18)关于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研究

(19)关于圩镇公共厕所市场化运营的研究

(20)关于农村垃圾清运体系建设的研究



(21)关于提升县城绿化水平的研究

(22)关于有序开展镇村绿化的调研报告

(23)关于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的调研报告

(24)关于优化县城规划布局的研究

(25)关于推进圩镇农贸市场有序建设的调研报告

(26)关于圩镇客厅综合功能提升的研究

(27)关于探索建设“乡村美学工坊”的研究

(28)关于加快推进“县中学发展提升行动”的调研报告

(29)关于有序发展圩镇商品房的调研报告

(30)关于推进全市圩镇商业综合体建设的调研报告

(31)关于推进全市乡镇养老设施建设的调研报告

(32)关于农村寄宿学校建设情况调研报告

(33)关于镇街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的调研报告

(34)关于镇村网格整合的调研报告

(35)关于以乡村书院服务“百千万工程”理论与实践研究

(36)关于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综合改革路径研究

(37)关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改革的研究

(38)关于扩宽“两山”转化途径的研究

(39)关于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

(40)关于探索县镇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

(41)关于全面复制对接珠三角经验 深化县域营商环境综合改革

的调研报告



(42)关于深化县域多元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研究

(43)关于推动古村古镇保护利用机制改革的调研报告

(44)关于发展绿色水经济新业态的研究

(45)关于以体制机制为牵引推动区域间融合发展改革的研究

(46)关于深化镇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机制改革的研究

(47)关于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机制改革的研究

(48)关于推动县域产业园区亩均效益综合评价机制改革的调研报

告

(49)关于探索政府积极有为、各方踊跃参与的镇村建设运营新模

式的研究

(50)关于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改革的调研报告

(51)关于探索“五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模式的研

究

(52)关于探索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研究

2.申报条件

(1)申报人须为学校在职在岗教职工；

(2)申报人应具有相关领域的研究积累，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分

析解决问题能力；

(3)课题组负责人必须是该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和指导

者，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挂名或不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的

不得作为课题组负责人。

（五）思想政治教育类项目



该课题是关于总结和凝练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成的经验和

取得的成果，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

情况、新问题，探讨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

措施。

1.选题范围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途径、机制研究

(4)大学生思想状况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对策研究

(5)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研究

(6)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7)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研究

2.申报条件

项目负责人主要是党建工作者、思政工作者、辅导员和其他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

（六）共青团研究课题

1.选题范围

(1)党的二十大精神与青年发展研究

(2)中国式现代化与青少年发展研究

(3)党的青年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与深刻变革研究

(4)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有效方法研究

(5)新时代加强共青团干部队伍建设研究



(6)基层共青团改革研究

(7)新时代共青团促进青年就业创业研究

(8)中国青年运动和共青团历史研究

(9)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研究

(10)广东青年志愿者工作研究

2.申报条件

申报人为青年思政课教师和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相关人员等。

（七）党建研究课题

1.选题范围

(1)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

法论研究

(2)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高校文化育人实践路径研究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指导高校基层党组织党

建质量提升研究

(4)数字化赋能高校党建育人对策研究

(5)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研究

(6)“时代新人”培育视阈下的高校党建育人制度化研究

(7)推进党建工作与事业发展“一融双高”建设路径研究

(8)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研究

(9)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研究

(10)新形势下党员教育管理机制创新研究

(11)深化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研究



(12)加强党建品牌建设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研究

(13)加强高校专职组织员队伍建设研究

(14)高校专职组织员如何切实发挥发展党员作用的研究

(15)高校年轻干部教育培养机制研究

(16)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研究

2.申报条件

(1)课题申报负责人须为我校从事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教职

员工；

(2)研究课题要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和我校党建工作实

际，特别是我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

策，注重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八）统战理论研究课题

1.选题范围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研究

(2)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3)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战略性基础性问题研究

(4)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下高校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

(5)坚持和加强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研究

(6)加强党建引领,强化基层统战工作研究

(7)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研究

(8)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



(9)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研究

(10)高校在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研

(11)发挥党外知识分子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研究

(12)发挥高校党外代表人士参政议政,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研究

(13)统一战线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作用研究

(14)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研究

(15)发挥侨力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研究

(16)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17)做好网络统战工作研究

(18)海外统战工作新路径研究

(19)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研究

(20)儒家文化与华侨权益保护研究

(21)新形势下发挥留学生人才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研究

(22)引导海内外高端人才参与大湾区创新创业研究

(23)新时代政协委员责任担当和协商能力建设的内涵、标准及评

价激励体系研究

(24)做好新形势下华文教育工作研究

(25)新时代高校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及功能作用的发挥研究

(26)构建高校大统战工作格局现状与问题研究

(27)统一战线服务“百千万工程”的优势作用研究

(28)高校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建设研究



(29)高校统战工作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工作研究

(30)新技术条件下防范和化解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风险研究

2.申报条件

学校各单位从事理论研究的教师、党务工作者、统一战线成员等

均可申报。

（九）辅导员专项

1.选题范围

(1)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2)高校宣传思想工作

(3)高校就业指导工作

(4)高校学生助学工作

(5)高校安全稳定工作

2.申报条件

项目负责人应为我校在职辅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