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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新闻中心新闻中心新闻中心新闻 

中心参加四川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中心参加四川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中心参加四川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中心参加四川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    

1 月 22 日下午，四川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在新华宾

馆隆重召开。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靖平，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捷，

四川省社科联主席席义方出席了会议。省评委会委员、获奖代表、省级社科学

会代表、高校社科联代表、各市州社科联代表等 40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

书长、省社科联副主

席蔡竞主持。 

颁奖大会上，四

川省社科联党组书

记、副主席赵英作了

第十五次社科优秀成

果评奖工作报告；出

席会议的领导向荣誉

奖、一等奖获得作者

颁发了获奖证书；一

等奖获得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研究员代表获奖者发言。 

吴靖平部长作了重要讲话，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作者以及全省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表示祝贺。要求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牢记使命、抢抓机遇、奋发有为，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新局面。对繁

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五点希望：一是坚持正确导向，增强“三个自信”，唱

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二是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开展重大问题研究，

更好地服务四川科学发展，加快发展大局。三是坚持人才为本，培育学术名家，

不断提升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影响力。四是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开拓创新，牢牢

掌握互联网条件下，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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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坚持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使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走进人民群众，解决

实际问题。 

本次评

奖中心共获

得三项奖

励，分别是

郑家治教授

的合著《李

调元戏曲理

论研究》获

得二等奖，

潘殊闲教授

的独著《唐宋文学论稿》获得三等奖，官性根副教授的《宋代成都府政研究》

获得优秀奖。 

中心主任潘殊闲、副主任鲜乔蓥、中心研究员郑家治和官性根参加了颁奖

大会。 

中心研究成果被四川省社科联中心研究成果被四川省社科联中心研究成果被四川省社科联中心研究成果被四川省社科联《《《《重要成果专报重要成果专报重要成果专报重要成果专报》》》》选用选用选用选用    

中心专职研究员冯永泰副教授主持的 2010 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项目《四川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制度建设研究》的研究成果日前以《四川文化遗

产保护现状及对策建议》为题被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协调小组、省社科

联主办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要成果专报》【2012 年第 36 期，总第 262

期】刊登，呈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参阅。同时，四川省社科联

网站也刊登了该研究成果。 

该研究成果对四川省文化遗产的基本状况作了分类梳理，对四川省文化遗产

保护的立法状况、管理机制、投入状况和保护理念与方式、开发利用状况进行了

分析。该研究成果对加强四川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以活态保护、整体保护

理念，探索新的保护策略；强化政府责任，强化“五纳入”，监督非公益开发活

动；进行管理机制创新，提高保护效能；加快立法步伐，进行法律系统化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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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专报》是致力于我省党和政府决策的内部参阅刊物，主要围绕

我国，尤其是我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重点反映对党和政府决策

具有参考价值，对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研究成果，努力成为社科界为党和

政府事业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才智、促进我省社科大省向社科强省发展的重要平

台。据悉，2012 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要成果专报》共编发了 36 期。 

中心主任参加第四届成都诗圣文化节中心主任参加第四届成都诗圣文化节中心主任参加第四届成都诗圣文化节中心主任参加第四届成都诗圣文化节    

2 月 16 日（正月初七）上午十点，由成都市政府主办，成都市文化局、青

羊区政府承办的“诗意传情，梅艺报春：第四届成都诗圣文化节”——癸巳年“人

日游草堂”系列文化活动祭拜诗圣仪式，在杜甫草堂博物馆工部祠举行，中心主

任潘殊闲参

加 祭 拜 仪

式。随后，

中心主任潘

殊闲来到大

雅堂前，参

加“草堂唱

和”诗歌朗

诵会。来自

省内各名人

纪念馆（博

物馆）的代表、文艺团体的演员和草堂小学的学生表演了精彩的歌舞节目。 

    

中心主任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工作研讨会中心主任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工作研讨会中心主任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工作研讨会中心主任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工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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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21

日，由武汉大学

王兆鹏教授领衔

主持的 2012 年

度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委托项目

《唐宋文学编年

系地信息平台建

设》工作研讨会

在武汉丰颐大酒

店举行。中心主

任潘殊闲应邀参加。据悉，中心主任潘殊闲第一阶段承担了宋代三位作家的编年

系地工作。 

◆◆◆◆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    

中心发布中心发布中心发布中心发布 2012012012013333 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及课题申报指南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及课题申报指南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及课题申报指南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及课题申报指南    

近日，中心 2013 年度课题招标公告及课题指南已经通过中心网站、邮寄相

关高校科技处和研究基地等方式予以发布。 

中心今年共确定“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学理建构、岷江流域文化遗产

的保护研究、四川文化名人资源综合研究、四川传统语言艺术形式研究”等 4

个重点课题，“四川地方文化可持续发展研究、四川地方文化走向世界研究、成

都老字号店招文化研究”等 30 个一般课题。 

附 1： 

关于申报关于申报关于申报关于申报 201320132013201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项目的项目的项目的项目的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受四川省教育厅委托，经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审核

同意，我中心即日起向全省发布 2013 年度课题指南，并开始受理项目申报。现

将项目申报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化研究）项目 2013 年度课题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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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

见》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精神，坚持“二为”方向和“双

百”方针，理论创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充分体现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的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和学科

体系创新，着力推出在省内乃至在全国有代表性的科学研究成果。 

二、申请立项的课题要以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以地

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应用研究为主攻方向，充分反映本学科及相关领域新的

研究高度，力求居于学科前沿，具有原创性或开拓性，避免低水平重复。基础研

究应有较强的学术含量和宏观研究的前瞻性，鼓励有较丰富前期研究成果者申报

本领域项目；对策应用研究应立足四川，面向全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三、中心主张承揽地方政府、文化企业及与国外合作等课题；中心接受带项

目与经费进入中心立项，并将适当给予经费补贴；中心接受个人或单位自筹经费

申报的课题；批准立项的自筹经费课题，与经费资助课题实施相同的管理。  

四、凡四川省内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人员，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

工作人员均可申报。申报重点课题的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博士学位或主持完

成过省厅级以上社科研究项目。申报一般课题的负责人须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

职称或者具有硕士学位。边远、民族地区高校研究工作者有特色的研究可适当放

宽职称或学历要求。目前主持四川省教育厅或各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课

题尚未结题的研究者不能作为主持人申报今年的课题。 

五、按照四川省教育厅科技处有关规定，凡申报本中心课题，不占该校计划

指标。各申报单位科研处及有关管理机构应对申请人严格把关，依据《四川省教

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对申报者进行资格审查，对申报书所有栏目填写的

内容，特别是对选题、前期成果、课题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课题组是否具备

完成研究任务的充分条件进行认真审核，签署明确意见。 

六、申报书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查合格、签署意见后汇总，统一报送我

中心，本中心不受理个人直接报送的申报书。申报单位须于截止日期前将审查合

格的申报书（每项一式 5份，其中原件 1份、复印件 4份）报送地方文化资源保

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申报者须同时将申报书电子文档发送至本中心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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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申报需要的各种文档（包括课题指南、申报书）同时在地方文化资

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网站（http://dfwh.xhu.edu.cn）上发布，欢迎访问、查

询和下载。 

八、本年度受理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截止（邮件以当地

邮戳为准），逾期不再受理。 

中心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周路 999 号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

护与开发研究中心；邮编：610039。（备注：请通过邮政快递方式函寄本中心） 

中心办公电话：028-87723062；中心电子邮箱: wangwujj@163.com 

                联系人：小曾（15928806129）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2012年12月18日 

附附附附2222：：：：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重点研究重点研究重点研究基地基地基地基地（（（（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 

2013201320132013 年度课题指南年度课题指南年度课题指南年度课题指南    

本课题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本课题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本课题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本课题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所列题目仅所列题目仅所列题目仅所列题目仅为研究方向的建议为研究方向的建议为研究方向的建议为研究方向的建议，，，，申报者申报者申报者申报者

可根据列出的课题方向确定相应的题目进行申报可根据列出的课题方向确定相应的题目进行申报可根据列出的课题方向确定相应的题目进行申报可根据列出的课题方向确定相应的题目进行申报。。。。    

重点课题重点课题重点课题重点课题：：：： 

1、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学理建构 

2、岷江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3、四川文化名人资源综合研究 

4、四川传统语言艺术形式研究 

一般课题一般课题一般课题一般课题:::: 

1、四川地方文化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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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地方文化走向世界研究 

3、成都老字号店招文化研究 

4、四川桥文化研究 

5、四川濒危文化研究 

6、四川城市文化研究 

7、文化产业开发中的误区研究 

8、都江堰学与成都学研究 

9、近代四川文化圈研究 

10、四川地方志与地方文化研究 

11、古蜀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 

12、创意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资源关系研究 

13、四川文化强省战略视阈下的地方文化建设研究 

14、四川近代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兴起研究 

15、四川艺术史研究 

16、西南地区经济开发区文化发展研究 

17、西部路学（交通干线）及文化带研究 

18、西南地区县域文化研究 

19、四川古镇、古村落文化研究 

20、四川山岳文化研究 

21、四川民族地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 

22、四川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 

23、四川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24、巴蜀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比较研究 

25、四川文学研究 

26、蜀道文化遗产研究 

27、川西农耕文明研究 

28、韩素音研究 

29、四川家谱与宗族文化研究 

30、四川移民与方言扩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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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编纂的中心编纂的中心编纂的中心编纂的《《《《都江堰文献集成都江堰文献集成都江堰文献集成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历史文献卷历史文献卷历史文献卷》（》（》（》（近代卷近代卷近代卷近代卷））））    

即将出版即将出版即将出版即将出版    

    

由中心专职研究员吴会蓉副教授主编的《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近

代卷）近日已通过巴蜀书社三审三校，即将出版。 

    

中心启动中心启动中心启动中心启动《《《《都江堰文献集成都江堰文献集成都江堰文献集成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历史文献卷历史文献卷历史文献卷》（》（》（》（文学卷文学卷文学卷文学卷））））    

编纂工作编纂工作编纂工作编纂工作    

 

近日，中心启动了《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文学卷）的编纂工作，

编纂工作由中心专职研究员曾晓娟与王学东博士总负责。 

 

◆◆◆◆    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         

李钊博士李钊博士李钊博士李钊博士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李钊，男，山东泰安人，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四

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巴蜀文化方向）博士研究生，先后毕业于山东

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四川师范大学古代史专业（旅游文化方向），获文学

学士、历史学硕士学位，主

要从事巴蜀文化及隋唐政治

制度史方向研究。 

主持及参与省厅级项目

《宋代眉山文化的传统价值

及其现代转换》、《都江堰灌

区的生态文化与世界现代田

园城市建设的路径选择》等 5

项，参与《遂宁市“十二五”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研

究》、《射洪县金华镇旅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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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研究》等地方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6项；参与编著 2部：《成都通史》、

《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近代部分）。发表历史、旅游文化方向学术论

文 10 余篇，其中 1篇被 CSSCI 全文收录。 

◆◆◆◆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  

1 月 25 日下午，《中华文化论坛》改版与发展座谈会在四川省社科院多功能

厅举行，中心主任潘殊闲应邀参加。 

2 月 5日，中心主任潘殊闲在杜甫草堂兰苑参加四川省杜甫学会迎春茶话会。 

2 月 21 日，中心研究员王学东博士参加李劼人纪念馆新展厅设计与陈列布展

内容研讨会，并就三个设计方案提出建设性意见。 

3 月 29 日，中心主任潘殊闲与理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伟及理县副县长张

薇一行就理县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合作事宜进行洽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