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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召开开放课题申报、评审、立项工作会议

2024 年 8 月 31 日上午，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农业现代

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西华大学四川省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在西华大学 1-5034 举

行开放课题申报、评审、立项工作会议。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研究基地主任、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

力教授，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主任吴会蓉教授，

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郑小明教

授，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万远英教授、西华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冯永泰教授、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贝教授参加

了会议。会议围绕“中心”和“基地”年度开放课题的申报、评审、立

项工作进行了充分研究。

万远英教授应邀出席“第二届中国传统村落文化高端论坛”

2024 年 11 月 23 日，第二届中国传统村落文化高端论坛在长沙举行。

论坛以“新时代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

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

指示精神，讨论新时代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径，推动传统村

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 60余位专家学者参

加会议。西华大学四川省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万远英教授

受邀参加高端论坛，出席担任“传统村落文化的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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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主持人，并作题为“北川羌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研究”

主旨报告。

在“传统村落文化的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分论坛中，万远英教

授作了以“北川羌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研究”为主题的主旨

报告。万远英教授在梳理北川羌族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对北川

羌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并提出了对于该地区传统村落文化进一步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对策

思考，引起与会学者们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钟丽美、师可同

学参加会议并同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本次论坛由中南大学主办，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省专业特色智库“中国村落文化智库”、光明日报与中南大学共建“中

国村落文化国家智库”承办。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传统村落保护与

发展领域的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对

于促进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

意义。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围绕主题展开深入讨论，分享了最新研究

成果和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论坛的举办也为传统村落保

护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推动传统村落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通过本次学术交流，也扩大了四川省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研究中心

的学术影响力，拓展了与各方的合作与交流。未来，研究中心将继续发

挥学科优势和研究力量，聚焦乡村文化建设，特别是围绕乡风民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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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建设、村规民约、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方面开展研究，多出高水

平研究成果，为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薛新国教授应邀赴老挝万象

出席第十一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并作大会发言

2024 年 11 月 6日至 10 日，第十一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在老挝万象

召开，会议主题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自中国、越南、老挝、古

巴、朝鲜的专家学者约 100 余人与会，会议由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主

办。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党组书记、

院长龚格●赛宋砍、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副院长谢明俊博士、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陈志刚研究员先后致辞。会议围绕社会

主义现代化与和谐可持续发展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谐可持续发展

的实践、实现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合作三个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会议期间，还分别与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老挝国立大学的专家

学者围绕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座谈、交流。我

院薛新国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及世界

意义”的大会发言，提升了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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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遂宁市社会工作部开展校地合作签约，共建实习实训基地

为推动农村慈善事业和公共服务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7 月 5 日，

西华大学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师生代表，前往

遂宁市调研基层慈善事业发展情况，与中共遂宁市委社会工作部进行校

地合作签约合作，联合举行“党建引领·专业牵引”慈善社工融合发展

校地合作主题交流活动。

西华大学与遂宁市委社会工作部签署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合

作协议，并共同为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法学

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MSW）实习基地揭牌。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冯永泰、研究生院副院长苏文明、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共同

出席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揭牌仪式。

在“党建引领、专业牵引”慈社融合主题交流活动和圆桌会议环节，

研究生院副院长苏文明、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贝、法学与社会学学

院副院长熊征、遂宁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田贵凡作专题发言。

7月 6日，西华大学师生与遂宁市市委社会工作部领导前往河东新区

灵应寺社区、经开区龙桥社区、安居区海龙村、安居区琼江社区，实地

考察了遂宁市社区慈善基金运营、爱心驿站服务场所建设、爱心企业助

力慈善事业发展等情况。

据悉，双方以“优势互补、互惠共赢、扩大合作、共同发展”为原

则，西华大学将学科优势、研究方向充分结合，在决策咨询、人才交流

与培训、学术交流等方面优势与遂宁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发展需求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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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构建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和长效

合作机制。双方约定，充分发挥西华大学在经济、管理、法律等领域的

学科和人才优势，根据遂宁社会工作发展需要，积极参与遂宁市城乡基

层治理能力水平、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规划、社会工作人才发展和实训、

实践及其他重大政策制定等战略决策咨询和评估服务，为遂宁社会工作

提供决策建议和智力支持。

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新一行莅临中心洽谈合作事宜

10 月 13 日上午，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新一行 5人莅临中心，

就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相关事宜交流座谈。马克思主义学院冯永

泰院长、尹德志副院长，党政办主任冯冬，中心常务副主任郑小明教授

以及内江市隆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伟，农业农村局局长钟辉，内

江市委办科长李浩参加了交流座谈。

冯永泰代表学院欢迎周新一行的莅临，介绍了学院科学研究、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情况。尹德志向来宾介绍了学院有关“三农”领域的研

究和社会服务情况。郑小明介绍了中心基本情况以及可与隆昌市合作的

领域。周新指出，内江市以“做大工业、做强物流、美乡优城、共同富

裕”为总抓手，充分发挥成渝双城经济圈枢纽的区位优势，高度重视“三

农”工作，希望与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加强合作。钟辉介绍了隆昌

市乡村振兴工作情况。

通过本次交流座谈，双方在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共建实习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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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进隆昌市乡村振兴工作等方面达成共识。

中心完成 2024 年度开放课题评审立项工作

根据《西华大学科研平台开放课题管理办法》（西华行字[2022]270

号）文件要求，中心 2024 年度开放课题已完成受理申报、专家评审、归

口部门备案等程序，同意立项 70 项，具体立项情况见下表：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

负责人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项目

类型

立项拨

付经费

(万元)

1 AMRR2024001 王海军
整合农村地域功能及城乡互动机制全面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
四川轻化工大学 重点 0.5

2 AMRR2024002 冯帅 农业走向碳中和的法治保障研究 四川大学 重点 0.5

3 AMRR2024003 王舒
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农业

品牌的协同机制与建设路径研究
成都文理学院 一般 0.2

4 AMRR2024004 王蕴秋
新质生产力赋能四川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构建研究
成都大学 一般 0.2

5 AMRR2024005 李娟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数智化果园养护系统

平台构建及实现路径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6 AMRR2024006 罗磊
四川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路径研究
四川农业大学 一般 0.2

7 AMRR2024007 许月盼
在地化与回嵌：村史馆赋能乡村文化振

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研究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0.2

8 AMRR2024008 卢祥波 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一般 0.2

9 AMRR2024009 叶桐汐

空间基因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宜居宜业和

美村寨保护发展的研究—以四川省峨边

县彝族自治区村寨为例

四川轻化工大学 一般 0.2

10 AMRR2024010 曹怡沛
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生产绿色转型的作

用机制与路径优化研究
中共崇州市委党校 一般 0.2

11 AMRR2024011 吕宜航
数字转型：数字经济如何重塑农村生产

与消费模式
成都东软学院 一般 0.2

12 AMRR2024012 汤定豪
乡村振兴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认同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西华师范大学 一般 0.2

13 AMRR2024013 彭莉
基于四川乡村文化的特色村落环境营造

策略研究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0.2

14 AMRR2024014 翟元平
新质生产力赋能四川乡村振兴的作用机

制、现实挑战及实践路径探索
西华大学 一般 0.2

15 AMRR2024015 卫宣伶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的农业知识问答系

统与数字乡村路径研究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一般 0.2

16 AMRR2024016 李海凌
深度学习价值测度驱动下的四川传统村

落乡村文化振兴模式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17 AMRR2024017 李韵
新质生产力驱动数智赋能乡村振兴高质

量发展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18 AMRR2024018 袁涛
乡村全面振兴视阈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的机制、路径与策略研究
西南科技大学 一般 0.2



- 7 -

19 AMRR2024019 张梅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四川省林下经济发

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四川轻化工大学 一般 0.2

20 AMRR2024020 万远英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规民约的实践困境与

破解之道
西华大学 一般 0.2

21 AMRR2024021 尹德志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意蕴与实

践路径
西华大学 一般 0.2

22 AMRR2024022 徐佐彦 数字党建赋能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23 AMRR2024023 孙惠娜
新质生产力赋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实现路径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 自筹

24 AMRR2024024 王绿荫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助推四川文化强省

建设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25 AMRR2024025 凡敏
四川省县级融媒体中心赋能乡村文化振

兴的模式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26 AMRR2024026 廖君

四川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全国

乡村振兴示范村战旗村“人财地”搞笑

配置的战旗经验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自筹

27 AMRR2024027 刘应松
本然·实然·应然：四川乡村人才振兴

背景下新乡贤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研究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自筹

28 AMRR2024028 强娇娇
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

富裕的实践路径研究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自筹

29 AMRR2024029 张强
乡村振兴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互动关系

研究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自筹

30 AMRR2024030 张强明
乡村振兴中四川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

导力提升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 自筹

31 AMRR2024031 苏晓伟
新质生产力赋能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

“天府粮仓”路径研究

中共成都市龙泉驿区委

党校
自筹

32 AMRR2024032 范霞
宜宾市返乡就业大学生助力乡村振兴的

实践路径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33 AMRR2024033 李晓东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民现代化的逻辑

理路及实现路径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34 AMRR2024034 鄢佩
“短剧＋产业”视野下新都区“天府粮

仓”精品区特色品牌建设的理论实践
四川传媒学院 自筹

35 AMRR2024035 牟春倩
都市农业背景下阳台农业数字平台赋能

新经济发展研究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自筹

36 AMRR2024036 肖昕 艺术赋能川西乡村文化振兴研究 桂林理工大学 自筹

37 AMRR2024037 封德平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文化塑造 西华大学 自筹

38 AMRR2024038 陈正芬
新质生产力引领冕宁县农村电商提质增

效研究申报书
西华大学 自筹

39 AMRR2024039 王丽 涉农高职院校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研究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自筹

40 AMRR2024040 高会
基于扎根理论的“新村民”赋能乡村振

兴机制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41 AMRR2024041 赵高权
四川数字乡村建设研究——以乐山市为

例
西华大学 自筹

42 AMRR2024042 庞小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角色定位

研究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自筹

43 AMRR2024043 裴峻可
乡村振兴视域下凉山彝族刺绣跨媒介传

播研究
西昌学院 自筹

44 AMRR2024044 冯庆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要论述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45 AMRR2024045 周婷玉
和美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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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AMRR2024046 潘琼
四川省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及差异

化路径策略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47 AMRR2024047 苟利君

新发展阶段“两个结合”视域下乡村文

化 振兴路径探析——以成都市近郊部

分乡 村为例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自筹

48 AMRR2024048 徐蛟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农村残疾人体育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研究
四川工商学院 自筹

49 AMRR2024049 周璇
群众音乐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及实

践路径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50 AMRR2024050 左珈
四川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农民共同富

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51 AMRR2024051 张文婷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 BIM 的数智化粮仓

建设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52 AMRR2024052 张潇双
成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路径研

究——以道明镇竹艺村为例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自筹

53 AMRR2024053 王友富
四川省巴中市红色旅游发展促进乡村文

化振兴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54 AMRR2024054 徐刚
乡村振兴背景下成都农村地区社会治理

共同体构建研究
成都医学院 自筹

55 AMRR2024055 龙伟
基层减负背景下乡村治理“内卷化”的

实践表征与纾解优化
四川文理学院 自筹

56 AMRR2024056 谢科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要素体系研究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自筹

57 AMRR2024057 代伟

四川乡村人才振兴研究—以“东进区”

为例职业院校助力新型农民师徒制可持

续发展模式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自筹

58 AMRR2024058 朱引平
推进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与时代价值
西华大学 自筹

59 AMRR2024059 王星阳
美育浸润行动下自然美育融入乡村儿童

美术教育研究
吉利学院 自筹

60 AMRR2024060 义旭东
农业大数据驱动的智慧农业实践：四川

省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
西华大学 自筹

61 AMRR2024061 韦丽明
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社会工作赋能农村

弱势家庭影响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62 AMRR2024062 陈婷
四川乡村文化振兴“样板村”助推乡村

振兴建设研究
西南医科大学 自筹

63 AMRR2024063 张茜
以珙县苗寨非遗产业为例研究四川乡村

振兴发展战略
成都锦城学院 自筹

64 AMRR2024064 安勇
我国乡村人才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

径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65 AMRR2024065 徐琦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荣县油茶产业

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中共自贡市委党校 自筹

66 AMRR2024066 王鹏
北川“禹羌文化”全域旅游目的地建设

与村民支持度研究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自筹

67 AMRR2024067 贾真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乡村文化建设研究

申请书
成都体育学院 自筹

68 AMRR2024068 张毅
四川省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路径研究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自筹

69 AMRR2024069 林菲菲
能力理论视角下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权利

保障研究
攀枝花学院 自筹

70 AMRR2024070 尹描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研究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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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完成 2024 年度结项工作

根据《西华大学科研平台开放课题管理办法》（西华行字[2022]270

号）文件，中心已完成结题申请受理、专家评审、归口部门备案等程序，

同意以下 19项课题结题：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

负责人

负责人

所在单位

立项

时间

项目

类别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特色农产品品牌建

设路径研究
XCZX-001 宋宝莉 西华大学 2022 重点

2
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农业”的创新实践

研究
XCZX-003 何静

北京航天航

空大学
2022 一般

3
区块链溯源+质量保险：打造地方特色农

产品品牌的创新模式
XCZX-006 义旭东 西华大学 2022 一般

4
大学生参与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研究
XCZX-009 杜靖 西华大学 2022 一般

5 四川传统农具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 XCZX-011 孙虎 西华大学 2022 一般

6
乡村振兴背景下直播赋能的农产品电子

商务研究
XCZX-013 熊于宁 西华大学 2022 一般

7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应急管理研究 AMRR2023016 肖东华 西华大学 2023 一般

8
乡村振兴战略下特色小镇培育策略研究

--以郫都区川菜小镇为例
XCZX-018 郑丽 西华大学 2022 一般

9
基于空间识别重构的四川客家宜居宜业

和美聚落建设途径研究
AMRR2023009 林立揩 西华大学 2023 一般

10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四川从农业大省

向农业强省跨越的“多元协同”路径思考

AMRR2023010 欧玥 西华大学 2023 一般

11
四川民间音乐舞蹈融入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的路径研究
AMRR2023014 李倩雯 西华大学 2023 一般

12
乡村振兴战略下康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研究
AMRR2023021 丁玎 西华大学 2023 一般

1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体卫融合促进四川

省农村地区健康老龄化的研究
AMRR2023018 钟灵波 西华大学 2023 一般

14
“一肩挑”背景下的村级权力监督体系建

设研究
XCZX-017 冯义强

四川农业大

学
2022 一般

15
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XCZX-021 张明晖 西华大学 2022 自筹

16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大学生应急

能力素养提升路径及策略探索
XCZX-023 吴慧 西华大学 2022 自筹

17 民族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XCZX-028 郎方方 西华大学 2022 自筹

18

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城乡文旅融合助

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基于凉山州的调

查

XCZX-029 李杰 西华大学 2022 自筹

19
推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四川乡村旅

游发展研究
AMRR2023039 李聪

成都银杏酒

店管理学院
2023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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