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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淄博市高度重视
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建设，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取得
了明显成效。5月18日，淄博市
举行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建设新
闻发布会，淄博市社科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王书建介绍开展
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建设的情
况。王书建表示，截至目前，全
市社科智库已进行四次调整充
实，现有入库专家257人，围绕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
党和政府决策积极建言献策。

着力建设
淄博哲学社会科学智库

社科智库是党委政府的
“智囊团”“思想库”，在服务决
策、服务发展、服务改革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
来，淄博市高度重视新型社科
智库建设，市社科联积极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平台、强化
服务，内引外联、协调联动，集
聚各方面人才智力资源，聚焦
全市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深入
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
淄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6年以来，淄博市把社
科专家智库建设摆上重要日

程，由市社科联牵头负责，对市
直部门、区县、驻淄高校等部门
单位社科人才资源进行全面调
查，以山东理工大学、淄博职业
学院、淄博师专等7所驻淄高
校、市委党校、17家市直部门单
位、5区3县为主体，整合全市社
科人才资源，建立淄博市社科
专家智库。第一批入库专家
147人，覆盖哲学、经济、管理、
教育、文史、思政等多个专业门
类。对智库专家实行动态管理
机制，截至目前，已进行四次调
整充实，全市社科智库现有入
库专家257人，其中高职院校、
党校专家176人，区县推荐专家
27人，市直部门单位及社会专
家54人。

发挥淄博市社科优秀成果
评定的“导向标”作用，制定出
台《淄博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等级评定办法》《淄博市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评定赋分参考标
准》，十八大以来，共评出晋等
成果1200多项，有力地促进了
淄博市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
开通社科成果报送市委、市政
府领导“绿色通道”，促进更多
研究成果进入党委政府决策。

近年来，淄博市社科联联
合市委宣传部、市委政策研究
室、市发展改革委、市政府研究
室、市委党校、市委讲师团等部
门单位，开展覆盖全市的“百题
调研”活动。近5年来，评出优
秀调研成果1300多项，所提出
的对策建议多次被市委、市政
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

时所采用。
按照“上引下延外结内联”

的思路，积极搭建合作平台，提
升智库层次，拓展发展空间。
承办山东省社科论坛———“齐
文化与稷下学高峰论坛”。组
织智库专家与邀请的国内外齐
文化名家学者一起开展学术交
流。深入挖掘齐文化思想内涵
和时代价值，在更高层次、更大
范围宣传推介齐文化，把“齐文
化与稷下学高峰论坛”打造成
具有鲜明地域特色、鲜活城市
形象、鲜亮文化特点的文化
品牌。

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建设
“瞄准”创新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提出的“培育壮大哲学社会
科学人才队伍”这一重要要求，
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
念，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
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
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
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
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
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
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

紧紧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淄
博实践、实现“3510”发展目标
和“强富美优”城市愿景、市委
市政府十二个“提效争先”等重
大战略和实际问题，组织优势

科研力量，开展调查研究，提出
对策建议。

加强对淄博地域文化理论
研究，下大气力推动齐文化等
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利用，切实
擦亮淄博市这张城市名片。进
一步整合全市文化研究资源，
加强和深化对齐文化、聊斋文
化、商埠文化、渔洋文化、陶琉
文化、孝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
的挖掘研究和弘扬利用，打造
高层次平台，举办好“齐文化与
稷下学高峰论坛”，服务好齐文
化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扩大
齐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力加强
齐文化理论研究、基本问题研
究，提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
验的原创性思想理论和学术观
点，推出具有时代思想高度、代
表淄博市乃至我省学术水准的
精品成果，讲好以齐文化为代
表的“淄博故事”，不断提升淄
博文化影响力。

用活用好“人才金政50条”
“技能兴淄26条”系列政策，完
善“揭榜挂帅”“选题众筹”“畅
通调研渠道”“飞地引才”工作
机制。积极推介社科工作者参
加山东哲学社科人才“111工
程”，提升淄博市哲学社会科学
人才队伍整体水平。

淄博发布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建设情况

257人社科“智囊团”服务高质量发展
入选哲学社会科学智库
应符合哪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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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淄博市哲学社会科学智库
有六条标准：（1）思想素质高，政治觉
悟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
取向。（2）恪守职业道德，遵守学术规
范。尊重知识产权，注重诚实守信。
严谨科学精神，潜心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崇尚精品力作，引导智库人员立
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3）热心哲学
社会科学事业，责任心强。有较高的
学术水平和实际研究能力，有较强的
创新精神。为本系统或单位的理论
研究骨干，积极承担省、市和本单位
交给的各项科研任务，有较高水平的
科研成果。（4）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副
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本学科或本
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或科研骨干
（科研成果突出者可放宽到中级职
称，党政部门不受此限制）。（5）年龄
一般在55（含）周岁以下，有一定精力
参加社科研究与指导工作，在学术上
有特殊造诣和成就的专家可适当放
宽。（6）淄博市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实
行动态管理，每两年调整一次，也可
根据需要随时调整。

通过专题调研、学术研讨、理论
宣讲、社科普及、课题攻关、课题申
报、学术著作出版、社科成果评定等
形式，组织智库专家开展活动。在社
科成果评定工作中，推荐智库成员担
任学科组评委，参与淄博市社科成果
评定工作。在社科研究工作中，承担
省、市重点研究课题及参与学术交流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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