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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一、综合类

1．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镇江落地落实研究

2．中国式现代化镇江实践路径研究

3．镇江精准对接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宁镇扬一体化、长

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沪宁产业创新带、G312产业创新走

廊）对策研究

4．镇江标志性改革实践研究

5．健全镇江全市域一体化发展机制研究

6．开发园区“大党工委”机制研究

7．更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研究

8．推进校地融合发展研究

9．镇江重点片区提升发展路径研究

10．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

11．深化农村重点领域改革研究

12．镇江港产城融合发展研究

13．提升镇江文化软实力对策研究

14．打造镇江地域文化标识研究

15．实现城市颜值和品质双提升对策研究

16．新时代“新农人”培育路径研究



— 5 —

17．提升人才工作市场化路径研究

18．长三角地区人才政策对比分析研究

19．镇江市产业技能人才培养与使用问题研究

20．深化拓展人才安居服务问题研究

二、经济发展类

1．镇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2．建设镇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对策研究

3．镇江推进新型工业化研究

4．镇江建设“制造强市”对策研究

5．镇江经济新增长点培育研究

6．镇江地标性产业发展研究

7．镇江创新引领产业强市对策研究

8．全面深化市属国企重点领域改革研究

9．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研究

10．镇江地方债务长效管控对策研究

11．镇江实施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对策研究

12．镇江壮大航空航天产业（低空经济）研究

13．镇江首发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14．发展耐心资本的实践研究

15．镇江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16．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路径研究

17．镇江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路径研究

18．持续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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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路径研究

20．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对策研究

21．镇江科技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22．镇江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对策研究

23．提升县域经济能级路径研究

24．镇江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研究

25．推进文化产业与科技深度融合研究

三、民生建设类

1．“健康镇江”“美丽镇江”“数字镇江”“文明镇江”建设研究

2．城市有机更新对策研究

3．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研究

4．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对策研究

5．因地制宜推进全城土地综合整治对策研究

6．推动镇江人口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7．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研究

8．镇江历史重点人物、重大事件、重要时期研究

9．弘扬企业家精神研究

10．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研究

11．推进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镇江段建设研究

四、社会治理类

1．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镇江实践研究

2．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3．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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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策研究

5．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对策研究

6．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策研究

7．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

8．镇江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9．提升生态建设精细管理水平研究

10．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对策研究

五、党的建设类

1．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实践研究

2．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研究

3．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研究

4．“十五五”文化强市建设路径研究

5．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6．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实践研究

7．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研

究

8．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研究

9．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