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资政参考》的征稿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全省教育

大会精神，充分发挥我省高校新型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引导全省

高校智库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河南实践，开展前瞻性、战略性

和针对性咨政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

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现将 2025年度《资政参考》征稿指南（见附

件 1）予以发布，并就征稿要求通知如下：

一、撰稿要求。作者可根据征稿指南拟稿，也可自拟题目撰

稿。资政报告在文体上应突出策论性质，语言要尽可能符合策论

文章风格，在内容上要体现政治性和学术性、实践性和理论性、

现实性和战略性的有机统一。要加强调查研究，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工具和手段，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充分了解和掌握真实

情况，为决策咨询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坚实支撑。要充分发挥学

术优势，积极推介国内外前沿理论成果，并提出可借鉴的对策建

议，借以启发思路，开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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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稿要求。全省高校社科工作者均可投稿，征稿长期有效。

报告字数控制在 3000字以内，并附 300字以内的内容概要，格式要

求见附件 2。投稿以邮件形式报送 Word电子版，邮件标题命名为：

学校名+作者姓名+题目，电子邮箱：zizhengcankao2025@163.com。

三、采稿激励。资政报告经专家评审遴选后，择优在《资政

参考》上刊发，并呈报省委、省政府和有关单位领导参阅，被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后，优先推荐申报本年度智库研究项目。

联系人：杨维纳 南大伟，联系电话：0371-69691655。

附件：2025年度《资政参考》征稿指南

2025年 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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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年度《资政参考》征稿指南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河南实践（可分具体方向）

2.中国式现代化的河南实践（可分具体方向）

3.加快推进河南农业强省建设的路径

4.河南农村产业融合（优势特色农产品、畜牧业、设施农业、

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5.河南推进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6.河南高标准农田“投融建运管”一体化的建设路径

7.河南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对策

8.健全河南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的思路

9.河南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

10.加快河南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和政策

11.做大做强“豫农优品”区域公共品牌路径

12.河南应对夏秋旱涝急转等极端灾害天气路径

13.促进河南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对策

14.稳妥推进我省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化险路径

15.“十五五”时期河南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模式与路径

16.新时期推进河南县域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路径

17.数字经济推动河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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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河南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策

19.推动河南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对策

20.河南培育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对策

21.数字赋能我省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路径

22.河南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路径

23.河南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路径

24.河南提升中心城市区域带动力思路与对策

25.促进河南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路径

26.河南抢抓 240小时过境免签“国际流量”政策机遇的举措

27.河南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兴市场的路径

28.加快推动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29.河南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路径

30.以法治营商环境护航河南实体经济发展对策

31.河南中小企业纾困解难的路径

32.河南大健康产业发展路径

33.加快培育我省“一老一小”消费新增长点的对策

34.河南银发经济发展路径

35.河南民营企业家梯队建设与培养路径

36.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的河南实践

37.郑州都市圈高水平建设研究

38.郑州转变特大城市发展方式的路径

39.河南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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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鲁豫毗邻地区高质量合作路径

41.河南与新疆能源产业合作机制路径

42.河南现代水网建设和水经济发展战略

43.河南发展内河航运经济路径

44.高质量建设中原河海联运大通道路径

45.周口港与长三角港口群高效联动路径

46.因地制宜承接长三角、长江中下游地区产业转移路径

47.河南低空旅游经济发展路径

48.河南低空经济产业链整合路径

49.河南“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发展路径

50.河南发展低空经济的基础与要素条件保障对策

51.河南打造低空经济发展示范区的路径

52.河南中医药产业全产业链技术难关和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53.河南加强零工市场服务体系建设路径

54.深化我省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改革路径

55.河南旅游热点监测、预测的模式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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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资政参考》格式要求

标题（二号方正小标宋简体）

xxx(三号楷体字，加粗）

【摘要】300字以内（三号仿宋字，单倍行距）

一、xxx(一级标题采用三号黑体）

（一）xxx(二级标题采用三号楷体)

1.XXX(三级标题三号仿宋字加粗)

正文采用三号仿宋字，单倍行距；字数 3000—5000字左右。

【作者简介】注明作者单位、职称、研究领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