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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出租

经义乌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委员会评审，义乌
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拟获奖成果已经评出，现
予以公示。

在公示之日起5天内，如发现拟获奖成果在政治上
存在原则问题，或者存在剽窃他人成果等情况的，均可通
过书面形式向我们反映。反映情况请写明理由和依据，并
署上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电话。

另外，对拟获奖成果的标题、署名有异议的，请及时

通过电话与我们联系，以便更正。
联系电话：0579-85525806
通讯地址：中共义乌市委宣传部501室
电子邮箱：ywsskl@163.com 邮政编码：322000
联系人：王伟康

中共义乌市委宣传部
义乌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义乌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拟获奖成果名单公示

附件

义乌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拟获奖成果名单

序号
一等奖（4项）

1
2
3
4

二等奖（9项）
1
2
3
4
5
6

成果名称

浙江文史记忆（义乌卷）
“义新欧”中欧班列市场化运行机制及实施策略研究
如何上好写生课——基于儿童视知觉的写生课
数字经济背景下金华打造全球贸易枢纽中心的对策建议

《崇祯义乌县志（上下）》点校本
《康熙义乌县志（上中下）》点校本
习近平“五个结合”县域治理思想及其义乌实践
义乌市政协十四届二次全会大会发言材料
发展开放合作创新共享的服务经济
新时期市场建设的路径与模式研究

作者

吴潮海
曹晶晶、郭添一、叶丽芳
吴虹云
傅泽

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
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
潘敬国、范雅康、吴小锋
义乌市政协教文卫体与文史委
邓泽球、胡宇南
何小庆

成果形式

专著
专著
专著

研究报告

专著
专著
论文

研究报告
论文
论文

序号
7

8

9
三等奖（17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成果名称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评估——浙江省案例
科教融汇赋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
及破解对策
职业学校课程重构的价值意蕴、基本取向与主要路径

义乌廉政文化史料专辑
《陈熙晋集》点校本
改革之城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平等观
关于建设“世界小商品之都”国际传播中心的策略研究
社会工作实践智慧——一个“信息加工”的问题解决模型
RCEP背景下推进自贸区金义片区数字贸易发展的策略研究
以义乌市政策为例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下的整合养老
模式
打造全球数贸中心对策的研究
共同富裕背景下义乌市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划探索
县域城乡村庄空间布局规划探索——以义乌市为例
复兴传统品牌，助推磐安文旅复兴的对策建议
数字赋能背景下淘宝村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突破

“教会 勤练 常赛”背景下如何打造小学体育品质课堂
一环四链：社区教育深入融入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视域下特色学徒制高质量发展探索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故事导学

作者
孙杰、于明辰等

徐玉成、王波、朱萍

成佳梁、赵菲菲

义乌市纪委、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
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
义乌市委党校课题组
刘卓
徐应红
季俊含、范斌、李晴
刘方圆

陈智雅、陈俊林

何小庆
谭剑
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
朱阳瑾等
鄢彬
王丹艳、陈全
吴剑贞
郑清松、王波
骆小成

成果形式
论文

论文

论文

专著
专著
专著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上接第一版）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

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养老事
业和养老产业的决策部署，切实抓好
养老服务这件民生大事，通过深化改
革进一步健全服务体系，更好满足老
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更好实现老

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要强化
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
服务，着力增加护理型床位，加大养老
护理人员培训力度，增强居家、社区、
机构等不同服务形态照护服务功能。
特别是对于高龄、独居等特殊困难老
年人，要有针对性提供助餐、助浴、居

家适老化改造等服务。要进一步激发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活力，大力
发展银发经济，更多调动社会力量参
与积极性，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多渠道
增加服务供给、提升服务水平，释放养
老消费潜力，扩大国内需求。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接第一版）
“直至2018年‘西安年·最中

国’的系列活动提出后，大唐不夜
城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要展示区，
也对标5A级旅游景区标准，对街
区硬件建设和基础设施配套全面
改造升级。”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
员会相关负责人回忆，历时 77
天，大唐不夜城迎来“新生”。恰逢
2019 年大唐不夜城改造开街的
时候，赶上了短视频的风口，形成
了一个持续性的传播。

到如今，大唐不夜城在保护
与还原盛唐文化原生态韵味的同
时，不断加强文化创新，注重文旅
产业与新兴产业领域的融合。街
区文旅商业业态火热，许多游客
着一席华服在街区真正实现了沉
浸式游览，让唐文化在街区可以

“看得见、摸得到、品得出”。

沉浸式体验盛唐风华
打造特色IP“破圈”出彩

10 月 15 日，记者跟着于梦
媛，再次“错峰”在下午 6 点左右
来到大唐不夜城。大雁塔外的红
墙下，玄奘法师的雕像前，聚满打
卡的游客。步行街中间，《盛唐密
盒》等演出还没开始，但是台下已
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

除了沉浸式的游览，互动性
也是大唐不夜城的流量密码。“不
倒翁小姐姐”是大唐不夜城第一
个火爆全网的IP。于梦媛说：“展
现盛唐的舞乐、妆容、服饰不难，
但我们一直在想如何增加互动
性，最后采用了不倒翁的形式。”
在表演过程中，“不倒翁小姐姐”
通过不停摇摆和牵手与游客互
动，网友直呼其为“从唐朝穿越过
来的仙女”。

继“不倒翁小姐姐”之后，大
唐不夜城街区内的“盛唐密盒”表
演又一次成为爆火的IP。在这个
演出中，扮演“狄仁杰”和“苏无
名”的工作人员随机挑选游客上

台参与答题。“狄苏”组合配合默契，
风趣幽默，一时间成为游客来西安
的“必看”选项之一。

“我们说大唐不夜城一年 365
天都没有淡季，其实是出于多个原
因。”于梦媛说，这首先归功于人们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文化自信的增
强。此外，街区的每个演艺舞台都经
过精心布置，通过秦腔、华灯太白等
表演，以生动的形式向年轻人传播
传统艺术。游客来到这里，仿佛穿越
到了心中的长安。大唐不夜城利用
其核心优势，推出了高质量的文艺
演出活动，如“丝路长歌”“旋转的胡
旋”和“乐舞长安”等主题演出，还提
升了唐文化主题演绎，包括以《簪花
仕女图》《捣练图》为灵感的“戏演壁
画”系列演出。

“西安与汉服文化的适配度太
高了，走在这里像是‘穿越’回唐朝
一样！”来自南京的游客于潇雅是一
位汉服资深爱好者，她告诉记者，自
己特别享受这里的沉浸感。“这样盛
装打扮，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感到有
些突兀，但在这里非常自如。”此外，
这条街上每走几步就有露天演出，
从现代摇滚到唐风古韵，选择非常
丰富，惊喜无处不在。

西安对盛唐文化IP的发掘，使
得汉服也走红出圈。与此同时，西安
过去在文创消费市场上的短板也正
在加快补上。大唐不夜城街区商业
综合体、非遗展示、网红文创、休闲
餐饮等业态环绕的街区布局，正释
放出文旅休闲消费潜力。大唐不夜
城将品牌IP转化为文创潮玩，大唐
不夜城主题文创旗舰店店铺位于西
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区中心位置西
安美术馆一层，店内现有文创产品
品类 500 余种，形成了完整文创产
业模式，强化品牌引领，促进商业消
费增长。

体验+融合+科技
构建文旅消费新场景

几次火爆出圈，让大家不禁开

始思考，是什么让大唐不夜城充满
了生命力？

“是根植于西安特有的中国传
统文化的旅游产品创新。”在大唐不
夜城设计方看来，在拥有天时地利
人和的同时，西安注重挖掘独特文
化底蕴，将文化蕴含的价值与新技
术、新形式、新要素结合，实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出文旅融
合发展的“西安样板”。

今年，大唐不夜城新推出的“雁
塔流光”沉浸式AR秀体验项目，借
助 AR 眼镜或手机终端，给体验者
多维度视听感受。游客既可以欣赏
到穿越大唐的文化景观，还可获得
唐代文化知识；通过一场 5 分钟的
AR 演绎秀，深度感受大雁塔的文
化内涵、历史故事，成为文化历史的
另一种传承和表达方式。

大唐不夜城以数字智慧中心、
无人机监控、智慧信息咨询亭、智慧
营销系统及智能热感测温系统等多
种建设，增强了游客游玩的便捷性，
为传统景点赋予了年轻活力。

沉浸式旅游体验，涵盖城市
“吃、住、行、游、购、娱”等诸多要素，
进而带动交通、餐饮、商超、住宿等
本地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风景名胜
多，还会玩花活，沉浸式体验，效果
很震撼。”“历史的厚重和现代科技
相叠加，旅游方式呈现多元化，如此
西安，很难不出圈。”有网友如此评
价西安旅游。

未来，大唐不夜城将文化贯
穿旅游消费的始终，融入每一个
细节，形成有主题性、体验性和社
群性特征的场域与情境，并打造
沉浸式体验、多元业态融合的“文
旅新场景”，持续为游客供给丰富
的文化内涵。

站在西安城墙之上，记者远眺
千里外的义乌，如何将现有的历史
文化资源“活”在当下，进入人们心
中，把“流量”转化为“留量”，让游客
来了还想再来？此次一入大唐不夜
城，我们看到了参考答案。

文旅融合，义乌如何学西安？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记者高
蕾）记者8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
商务部等 24 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提
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措施》。文
件明确提出，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
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
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畅通区域内养
老服务供需渠道，构建一刻钟养老服
务消费圈。

文件从促进养老服务供需适配、
拓展养老服务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加
强养老服务设施设备和产品用品研发

应用、加强养老服务消费保障、打造安
心放心养老服务消费环境等 5 个方
面，提出 19 条政策措施，挖掘养老服
务消费潜力，更好满足老年人服务需
求，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

在促进养老服务供需适配方面，
文件提出，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开
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项目，
支持组建县域养老服务联合体，支持
老年人消费品下乡。

在拓展养老服务消费新场景新业
态方面，文件要求创新“智慧+”养老
新场景，探索建设“智慧养老院”，开发

“养老服务电子地图”；发展“行业+”
养老新业态，支持养老服务与物业、家
政、医疗、文化、旅游、体育、教育等行
业融合发展；拓宽“平台+”养老新渠
道，鼓励平台企业拓展养老服务消费
新场景，将每年 10 月确定为“养老服
务消费促进月”。

在打造安心放心养老服务消费环
境方面，文件要求提升安全管理保障
水平，强化入住机构老年人人身安全
保障，严厉查处欺老虐老行为，开展符
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识骗防骗集中宣
传活动，高效处理养老服务消费纠纷。

我国将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消费圈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
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11月8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深化新时
代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有关举措。

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达2.97亿，占总人口比重达
到 21.1%。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今后较
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
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的决策部署，切实抓好养老服务这件
民生大事，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健全
服务体系，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
样化需求。

“当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

加速发展，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美好
晚年生活期盼与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将更为明显，将给
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带来越来越多
的挑战，需要积极稳妥应对。”民政部
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会议强调，要强化以失能老年人
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

根据民政部相关数据显示，目前
我国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占全体老
年人的 11.6%。据测算，到 2035 年，我
国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600万。

失能老年人照护是失能老年人及
其家庭的刚需，也是缓解全社会养老
服务焦虑的当务之急，是养老服务工
作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国家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等，均
将失能老年人照护纳入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重点。

我国已建立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制度，对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的老
年人作出提供家庭养老支持服务的

“国家承诺”。
“下一步，民政部将指导各地着力

增加护理型床位，加大养老护理人员培
训力度，增强居家、社区、机构等不同服
务形态照护服务功能。”这位负责人说。

此次会议还强调，要进一步激发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活力，大力
发展银发经济。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新华社记者 高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我国将深化新时代养老服务改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