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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省 廉 政 文 化 研 究 会

陕 西 高 校 廉 政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廉 政 研 究 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廉政文化研究中心

关于开展2021年廉政文化建设征文通知

经陕西省廉政文化研究会、陕西高校廉政文化研究中心、陕

西省社会科学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廉政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决定开展 2021

年廉政文化建设征文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主题

党风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

二、活动宗旨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

论述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加强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和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研究成果的总结，紧密结合建党百年来全面

从严治党的实践经验，立足陕西实际，探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的有效途径，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建言献策，以丰硕的

陕廉研〔2021〕4号



- 2 -

理论成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三、征文要求

围绕征文主题，以理论探讨、制度设计、案例评析、调研报告

等形式，自行确定论文题目。论文要求原创性，行文规范，未公开

发表，无学术争议，字数3000～7000字为宜。

标题采用加黑小三号宋体，正文采用小四号宋体、1.25 倍

行距，页面采用上 1.6cm、下 1.2cm、左 2.9cm、右 2.9cm 设置，

注释体例参照《陕西省廉政文化研究会论文注释体例》（附后）。

欢迎本会会员和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应征论文请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以 word 文档及附件形式发至本会秘书处邮

箱：newwest2009@126.com。

四、征文评奖

征文结束后，将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优秀获奖论文将由

本会推荐参加陕西省社科联 2021 年优秀论文评选，经作者同意

后在本会网站——《陕西廉政观察网》登载, 择优推荐在《党风

与廉政》杂志发表。

附件 1：2021 年廉政文化建设征文选题方向

附件 2：《陕西省廉政文化研究会论文注释体例》



- 3 -

陕西省廉政文化研究会 陕西高校廉政文化研究中心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 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廉政文化研究中心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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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廉政文化建设征文选题方向

1.中国共产党百年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研究；

2.中国共产党百年纪律检查监督体制机制研究；

3.中国共产党百年制度治党与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研究；

4.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发展研究；

5.发挥陕西红色基因和优秀传统文化优势，深入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研究；

6.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在陕西的传承、实践和弘扬；

7.建党以来陕西在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各种精神（比如延安

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中的廉洁文化；

8.延安时期党的思政课建设的实践探索和历史价值研究；

9.对加强家风家训的认识；

10.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

11.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对传统廉政文化的借鉴和传承研究；

12.新时代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纪律建设路径研究；

13.加强和改进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14.高校建立健全全面从严治党长效机制研究；

15.高校纪委对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监督的问题与对

策研究；

16.高校纪律建设的历史传承与经验借鉴研究；

17.高校政治监督体系构建与路径优化研究；

18.高校纪检专职干部素质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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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陕西省廉政文化研究会论文注释体例》

一、一般规定

（一）文中注释采用尾注，全文连续注码。

（二）论文作者仅标明所在单位及技术职务或行政职务。项

目成果保留项目名称及编号。

（三）非直接引用原文的，注释前加“参见”。非引自原始

出处的，注释前加“转引自”。

（四）数个注释引自同一出处的，注释采用“前引〔×〕，

某某书，第×页”或者“前引〔×〕，某某文”。两个注释相邻

的，采用“同上书，第×页”或者“同上文”。

（五）引文出自同一资料相邻页者，只注明首页；相邻数页

者，注明“第×页以下”。

（六）出版日期仅标明年份。

（七）引文出自报刊的，不要“载”、“载于”字样。

（八）原则上要求所引资料须公开发表。未公开发表的，采

“××××年印行”。

（九）原则上不引用网上资料。确有必要的，应注明详细网

址及访问时间。

（十）外文注释从该文种注释习惯。

二、注释体例

（一）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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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

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9 页。

（二）论文

〔1〕赵秉志：《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当代

法学》2013 年第 3 期。

（三）文集

〔1〕方向：《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载《依法治国十年回

顾与展望》，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

（四）译著

〔1〕［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69 页。

（五）报纸

〔1〕王启东：《法制与法治》，《法制日报》1989 年 3 月

2 日。

（六）古籍

〔1〕《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三。

〔2〕（清）沈家本：《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第 43 卷。

（七）辞书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32 页。

（八）港澳台著作

〔1〕戴炎辉：《中国法制史》，台湾三民书局 1966 年版，

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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