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2年一2024年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已立项较多的课题名单

(共 100项 )

序号 课题名称

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甘肃的实践及对策研究

2 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的目标愿景、重点难点及路径方法研究

3 语言接触视角下甘肃天祝汉语方言深度调查研究

4 悬泉汉简所见西汉敦煌太守职能研究

0 新质生产力与甘肃经济韧性: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0 新质生产力赋能甘肃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7 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甘肃路径研究

8 新时代文论话语的新审美主义转向研究

9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研究

10 新时代甘肃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公信力提升研究

11 新时代敦煌文化的思想教育价值研究

12 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省智慧农业实践路径与绩效评价研究

13 乡村振兴背景下主地整治助推甘肃乡村产业兴旺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14 乡村振兴背景下甘肃乡村旅游数字化传播创新研究

15 乡村振兴背景下甘肃农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研究

16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甘肃实践研究

17 西部地区孤独症儿童家长心理动力与心理援助策略研究一一以甘青宁三省为例

18 唐代敦煌壁画勾阑形制研究

19 数字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农村电商创业生态体系建设研究



序号 课题名称

20 数字经济时代甘肃装各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路径研究

21 数字经济赋能甘肃省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22 数字化赋能甘肃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23 数智赋能甘肃高校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研究

24 明清时期甘肃河西地区水陆画图像研究

25 抗战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党的纪律建设研究

26 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支持甘肃省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27 基于甘肃营商环境优化的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建构研究

28 黄河文化视野下的兰州鼓子传播价值研究

29 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评价研究

30 黄河流域甘肃段强化生态保护路径与对策研究

31 河西走廊文体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研究

32

33

河西走廊经济带新能源产业集聚发展的经贸效应研究

河西走廊地区非遗艺术的文化基因谱系构建与活态传承机制研究

34 河西魏晋墓壁画与社会日常生活研究

35 共同富裕视角下甘肃省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36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甘肃省小学跨学科融合课程定位、开发与实施研究

37 甘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创新研究

38 甘肃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生产消费机制研究

39 甘肃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40 甘肃一体化推进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学实践研究



序号 课题名称

41 甘肃乡村教师数字素养现状与提升研究

42 甘肃县域经济分类发展研究

43

44 甘肃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45 甘肃特色农产品供应链韧性评估及提升路径研究

46 甘肃数据资源高质量挖掘利用研究

47 甘肃省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机制构建研究

48 甘肃省融入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效果评价与实践路径研究

49 甘肃省建设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中的空间交叠问题研究

50 甘肃省
“甘味”品牌建设提升路径研究

51 甘肃深入落实
“双碳

”
战略对策和路径研究

52 甘肃培育壮大 “
专精特新

”
中小企业政策体系研究

53 甘肃农牧村宗教活动对乡风文明建设的影响研究

54 甘肃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55 甘肃农村学校和学生发展现状与需求调查研究

56 甘肃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57 甘肃农村发展数字经济的路径及对策研究

58 甘肃农村儿童心理支持与危机干预体系构建研究

59 甘肃扩大招商引资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思路举措研究

60 甘肃加强和创新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61 甘肃黄河文化内涵及传承发展路径研究

甘肃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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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甘肃黄河文化的基因谱系、当代价值及艺术化表达研究

63 甘肃公开数据资源的合理使用及特殊保护研究

64 甘肃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红色旅游创新融合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

65 甘肃革命老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

‘6 甘肃革命老区红色村落价值评估与分级保护策略研究

67 甘肃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精准治理研究

68 甘肃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典型案例研究

69 甘肃非遗手工艺保护传承制度体系构建研究

70 甘肃低空经济的发展重点与发展路径研究

7.1 甘肃当代红色文学的革命记忆书写研究

72 甘肃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案例库建设研究

73 甘肃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评估及活化传承路径研究

74 甘肃产业园区建设的经验模式、短板问题和提升对策研究

75 甘肃
“文学八骏

”
现象的经验与启示研究

76 敦煌艺术符号与丝路审美共同体研究

77 敦煌文化蕴涵的人生哲学思想与传播

78 敦煌文化影视传播与美学建构

79 敦煌文化多模态翻译传播服务
“
一带一路

”
建设研究

80 敦煌文化的人文思想价值研究

81 敦煌石窟本缘故事图像研究

82 敦煌诗词中唐歌诗的现代有声转化与传播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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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敦煌鼓乐的当代传承与转化再生研究

84 敦煌草书写本书风与字形研究

85 《悬泉汉简 (贰 )))分 类与校注

86 《保险法》第31条 “
保险利益原则

”
修订研究

87
“
一带一路

”
视域下甘肃丝路文化的影像建构与活态传承研究

88 “一带一路
”
建设下深化甘肃与中亚经贸合作的路径研究

89
“
一带一路

”
背景下甘肃丝路文化资源的创意开发及传播研究

90
“四链

”
融合视角下甘肃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探析

91
“双减

”
政策下甘肃省家庭体育发展路径研究

92
“双减

”
背景下甘肃农村地区家庭教育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93
“强县域

’’
背景下金融支持甘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94
“强科技

”视域下甘肃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实践路径研究

95
“
两个结合

”
视域下伏羲文化融入甘肃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96
“
技能甘肃

”
背景下以产教融合平台推动校企协同育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以酒泉市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区为例

97
“
花儿

”
文献中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98
“
花儿

”里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研究

99
“互联网+” 乡村学校课后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100
“
村落留影机

”
微信公众号与

“
村落相册

”
微信小程序在保护传承村落文化中的应用研

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