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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式现代化晋江实践贡献社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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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把握时代脉搏、回应现实
需求，服务中心大局、提供智
力支持……近年来，晋江市社科联

坚定不移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围绕晋江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以传承弘扬、创新发
展“晋江经验”为主线，在社科普及、咨政服
务、理论研究、课题调研等方面创新探索实
践，为晋江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
范贡献澎湃社科力量。

□融媒体记者 黄祖祥 通讯员
李雅彬/文 晋江市社科联/图

作为“智囊团”“思想库”，社科工作
者承载着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
策的光荣使命，是服务社会、促进发展、
造福人民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泉州市各级社科联组织坚
持把学问写在田间、写在群众心坎，扎入
基层一线听真话、察实情、集众智、献良
策，展现了社科工作者以行动践行使命、
用脚步丈量初心的责任担当。

新时代、新征程、新机遇，
提出新责任、新挑战、新问题，
需要新实践、新理念、新办法，

广大社科工作者大有

可为、可有大为。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调查是科学的

求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近年来，
面对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晋江市社科联
带着问题下基层，以科学的调研精神、方
法、态度，寻问题之根、探解决之路，为政
府决策提出许多有价值、可操作的对策
建议。这样的调查研究不脱节、不跑偏、
不走样，接地气、冒热气、有生气，是对

“谋事之基、成事之道”的生动演绎。
贴近才能精准，对味才是美味。为有

效消除社科与基层之间的隔阂障碍，晋江
市社科联主动贴近、主动对接、主动碰撞
基层，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用群众喜欢的

清新、清爽“口味”，把社科普及工作从“高
冷”变成“爆款”，让社科成果成为“全民盛
宴”，润泽千家万户，解决急难愁盼。

脚下有泥土，出招才有谱。新时代，
泉州市广大社科工作者要当好“专家”、
不当“砖家”，就要不断挖掘“晋江经验”
的理论和实践“富矿”，从宏观着眼、从微
观着手、从细节发力，带着问题来、奔着
目的去、抱着办法回，努力创造有泉州辨
识度的实证成果，形成“研究一个问题，
破解一个方面难题，推动一个领域工作”
的生动局面，为建设海丝名城、智造强
市、品质泉州贡献社科智慧和力量。

脚下沾泥土 出招才有谱
□黄祖祥

近日，晋江市社科联联合新塘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开展“人文晋江巡礼——走进新
塘”采风调研活动，组织社科工作者、作家、摄
影家50多人，实地走访金冠集团、卡尔美公
司、扶西·黎刹广场及沙塘王若察柯银娘故居
纪念堂等地，开展企业文化和慈善文化调研，
后续将集中推介采风调研成果，讲好新时代

“晋江故事”。
2021年11月，为响应晋江市委、市政府

“产城人”融合发展战略部署，聚焦“晋江经
验”提出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晋江市社
科联策划实施“人文晋江巡礼——走进基层”
系列采风调研活动，组织社科专家、文化文史
爱好者、作家、诗人等群体，通过走镇街、进企
业、看项目、访学校的方式，挖掘和整理晋江
各领域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提炼总结基层
在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中的做法和成效，展示新发展、新精
神、新风貌。

截至目前，晋江社科联共开展“人文晋江
巡礼”采风调研13场，形成作品1000余篇，
并精选编辑出版《人文晋江研究（第一辑）》调
研成果集。

晋江市委、市政府历来重视社科普及工
作，把开展社科普及活动，作为推动社会科学
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重要举措，让更
多社科知识、社科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

“新时代要创新发展好基层社科普及工
作，靠社科工作者‘单打独斗、各自为政’肯定
不行，必须‘联合攻关、集团作战’，上接天线、
下接地气，从经济社会需求、人民群众期待
出发，不断增强社科普及的体验性、互动性
和趣味性，提升社科普及的传播力、感染力
和辐射力。”晋江市社科联主席尹继雄介绍
说，过去三年来，晋江市社科联依托自身优
势特色，主动对接镇街、部门、主流媒体等单
位和平台，全方位探索社科普及与采风调
研、展览展示、讲座讲坛、人才推介、专题专
版、成果转化、主题宣讲、研学教育、社科之

家、协调联动“十个融合”的新路径，推动社
科普及向基层延伸拓展，服务一线、科普惠
民。

深入基层，做“接地气”的调查研究。以
“人文晋江巡礼——走进基层”系列采风调
研活动、梧林讲习所等为载体，晋江社科联
整合和协调高校、镇街、部门、社团、社科专
家、社科工作者等多方力量，开展“走基层、
到一线”专家授课、人文采风、田野调查、专
题研究等活动，推动古民居雕饰、传统建筑、
侨捐碑刻、文史考证、闽人智慧、朱子研究、谱
牒民俗、晋江文化名人等一系列研究晋江、传
播晋江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发行。

做强阵地，做“被需要”的社科传播。“社
会需要我们，我们就研究什么；群众爱听什么，
我们就宣讲什么。”晋江市社科联靶向对接社
会所需、群众所盼，指导各社科普及基地立足
特色、放大优势，面向大中小学生开展各类研
学教育活动。比如，晋江经验馆充分发挥省级
社科普及基地的作用，开展“走进非遗”系列研
学活动；晋江博物馆围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非遗文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公
益社教活动；夜光达“发光党建”及光学科普基
地助力交通安全教育，开展反光材料科普研学
活动等。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和紫帽镇紫星村
分别设立产教融合、乡村文化两个社科创研基
地，开展一系列活动推动产教融合发展，助力
乡村文化振兴。

立体开发，做“多维度”的社科之家。线下
在晋江市社科联办公场所建设实体“社科之
家”，增设红色文化和理论创新孵化基地等，
为社科社团提供座谈交流、讲座学习场所；纸
上创办《晋江社科》工作简报，每月选编最新
社科政策和理论文摘，汇集各社团、社科普及
基地工作动态、社科活动、荣誉成果等，加深
社科界工作交流互鉴；线上建立健全社科普
及数字化服务体系，开设社科普及网上图书
馆，依托“社科普及+互联网”建设，推进社科
普及向农村、学校、企业全覆盖。

服务“接地气” 创新基层社科普及

2023年9月，为加强社科人才队伍
建设、整合社科研究资源、推动社科智库
建设，晋江市社科联面向全市公开征集、
遴选社科人才，组建晋江社科人才库（38
人）和晋江青年社科人才库（13人），覆盖
人文历史、文物保护、教育、经济、社会治
理、法学、管理学、心理健康、测绘地理等
研究领域。

依托社科人才库的强大专业优势，晋
江市社科联以课题研究、采风调研、座谈
交流、主题讲座等形式，调动社科人才主
动参与晋江民营经济、产教融合、乡村振
兴、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研究，在课题项
目实施、成果发表、学术交流、咨政服务等
方面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晋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立足社科人才库在学术界的“明星效
应”，晋江市社科联持续构建覆盖更广泛、
服务更多元、生态更友好的社科“智囊

团”——从高校、党校、党政部门中发现、
集聚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
学科带头人；从社会、企业寻找有真活、有
绝活的“土专家”；依托各社科社团培养一
批社科知识传播、社科普及作品创作的复
合型、创新型人才，不断增厚社科人才储
备库家底，全力打造一支公众认可、具有
影响力的社科人才队伍。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手握“精兵强
将”，晋江市社科联紧紧围绕晋江市委、市
政府全年工作中心，聚焦深化改革、高质
量发展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以每年策划
实施一批年度重点社科项目、重点社科课
题为抓手，积极推动社科“智囊团”开展社
会调查研究、学术研讨、社科普及活动。

过去三年，晋江市社科联累计确定
87个年度重点社科项目、24个年度重点
社科课题、11个“晋江经验”与产教融合
发展课题研究暨党建项目课题。其中，累

计对39个年度重点社科项目予以结项，
对11个年度重点社科课题予以结题。

对于这些接地气、有时代气息的特色
研究成果，晋江市社科联精心开展编辑整
理、公开出版工作，让更多研究成果得到
实质性转化。其中，“晋江人文社科丛书”
已累计出版《五店市保护与开发研究》《苏
统谋及其南音学研究》等 6部，并出版
《“晋江经验”论谈》《产·城·人——“晋江
经验”的文学书写》《晋江民间侨捐碑刻拾
遗》等10余部社科著作，为晋江经济社会
发展、地方人文研究贡献社科智慧。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扩大社科学术
成果影响力，提升市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晋江市社科联创新探索“社
科+媒体”融合推广路径，开设“社科论
坛”专版，刊发专家学者专题座谈会发言
摘编等13个社科成果专版，扩大社科成
果应用；开设“晋江社科之窗”专栏，定期
对社科专家、优秀人才、优秀成果进行宣
传，陆续推介本土社科人物30名，打造社
科交流平台；围绕社科调研作品，举办晋
江社科赋能“文体旅融合发展”暨“人文晋
江巡礼”辅导讲座等一系列社科成果座谈
会、分享会。

建好“智囊团” 催生特色研究成果

近期，由晋江社科联与中国社科院
社会学所合作开展的重大课题研究——
《新晋江人城市融入与社会心态状况与对
策研究》，完成咨政报告调研成果。

晋江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离不开百万
外来流动人口的贡献。如何精准把握他们
在经济、社会、心理等层面的变化需求，解
决他们的急难愁盼，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
晋江、扎根晋江，实现人与城市的互相成
就，这是晋江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
中需要解决的最核心问题。

为此，晋江市社科联委托中国社科院
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由谭
旭运副研究员组织并带领课题组开展新
晋江人城市融入课题研究，对新晋江人社
会心态和城市融入状况进行评估，为晋江
产城人融合和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定等提
供基础借鉴和对策建议。

围绕缓解晋江城市节点功
能不强、产业结构层次不高、资
源要素瓶颈突出、城市管理服
务不足等矛盾，近年来晋江市
社科联把开展重大应用对策研
究、精准服务党政科学决策作
为重中之重，确立社科专项智
库项目，在深化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
教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文体旅
融合等方面，推出一大批高质
量、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以及一
批可操作、可落地的对策建议，为推动晋
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

《晋江蓝皮书：晋江经济社会发展报
告（2020）》一书的出版，正是晋江社科专
项智库项目运行的典型缩影。2021年，晋
江市社科联与福建省高校特色新型智库

“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在组织一批社科
专家、高校教授、基层工作者深入调查研
究基础上，集中社会各方面观点，全方位
分析晋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形势，预测
分析发展趋势，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方
法和措施，形成晋江经济金融、社会文化
分析论文30篇并集结成书出版，为晋江
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了及时的理论参照
和政策建议。

在“金点子”层出不穷的背后，晋江市
社科联精心打造服务决策的创新“策源
地”——主动对接中国社科院、福建社科
院等高端社科资源，积极协调13个社科
普及联席会议成员单位、10个社科社团、
19个社科普及基地、2个社科创研基地，
构建良性互动、紧密联动的工作格局，实
施重点课题联合攻关。其中，晋江市社科
联协助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到晋江
开展慈善发展调研，联合撰写的论文《创
新社会治理视野下的晋江市慈善发展研
究》，获民政部评选的2021年民政政策
理论研究成果三等奖。

向上借智，向下问需。当前，晋江市社
科联正全面发动全市社科社团、社科普及
基地在各自领域大兴调查研究，下大力气
做好理论研究、宣传、阐释，为社科工作高
质量发展多出“金点子”、多结“金果子”。

贡献“金点子” 提升咨政辅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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