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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 题 名 称 课题负责人 工 作 单 位

1 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路径研究 杨锴铮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2 赓续燕赵文脉，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赵燕君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3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杨 漾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4 中国传统“和合”思想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研究 孙亚红 廊坊市社会主义学院

5 统战视域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展望 李天瑶 唐山市社会主义学院

6 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 李宗海 唐山市社会主义学院

7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网络统战工作研究——以自媒体从业人员为例 郭怡雷 邢台市社会主义学院

8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实践及当代启示
张玉荣 邢台市社会主义学院

9 统一战线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优势与实践路径 张自谦 邢台市社会主义学院

1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主体性意蕴研究 王银灿 保定市社会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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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毛泽东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探索与启示 杨二美 保定市社会主义学院

12 晋察冀边区文化统一战线的历史实践与当代启示 于海川 保定市社会主义学院

1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两带多节点”非遗产业化发展研究

——以大运河文化带河北段为例
黄宇璐 沧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14 具身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从媒介呈现到价值认同 李舒婷 沧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15
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意识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阐释和路径选择

——以沧州为例
苗玲玲 沧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16
沧州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探索的调查研究

——以城区回族聚居区的坚守与融通为例
周 敏 沧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17
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返本开新

——以承德市统分结合的大统战路径为例
曹艳华 承德市社会主义学院

18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以承德市 L 县为例
董双丽 承德市社会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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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塞罕坝精神”滋养承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关系厘析和价值意蕴研究
李兢兢 承德市社会主义学院

20 承德市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现状及优化路径研究 商 楠 承德市社会主义学院

21 宗教中国化在农村地区的实践研究——以承德为例 王娜斯 承德市社会主义学院

22 网络空间民粹主义思潮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及其治理研究 邢 雷 承德市社会主义学院

23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对策研究
栗希荣 衡水市社会主义学院

24 传统文化符号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路向研究 孙嘉星 石家庄市社会主义学院

25 弘扬西柏坡统战文化的对策研究 邢海霞 中共平山县委党校

2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王振永 中共正定县委党校

27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增强民族“共同性”的作用逻辑研究 常馨月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

28
数聚“满天星”，统画“同心圆”：

数字统战高质量发展的系统逻辑及建设路径研究
金福子 燕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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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探索 樊祎冰 省社会主义学院

30 发挥人民政协在民族宗教工作中的独特作用 骆素青 省社会主义学院

31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需要处理好的三对关系 赵 妍 省社会主义学院

32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白 鹭 省社会主义学院

33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研究 刘 慧 省社会主义学院

34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探究 赵海斌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35
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下高校统战工作责任制研究

——以河北科技大学为例
肖俊涛 河北科技大学

36 河北省网络统战工作短视频的宣传效能提升策略研究 杨紫轩 河北科技大学

37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李文娜 石家庄学院

38 新时代统战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魏 冉 河北工程大学

39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徐秀娟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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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西柏坡红色资源融入统一战线教育培训实践及价值研究 赵慧杰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41 区域统战合作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 侯君霞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42 新媒体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机遇、挑战与路径研究 屈 辉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43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效能与路径优化 董亚娟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4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传播路径 刘丽媛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45 传承保护民族非遗，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徐 扬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46 新时代加强网络统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兰宏伟 廊坊市社会主义学院

47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民族杂居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 李 哲 廊坊市社会主义学院

48 铸牢“自己人”意识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 刘翠芹 廊坊市社会主义学院

49 以河北革命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 赵雪芬 廊坊市社会主义学院

50 公共图书馆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重逻辑及实践路径研究 刘利君 唐山市社会主义学院

51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徐淑玲 唐山市社会主义学院

52 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创新路径探究 杨秋月 唐山市社会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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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坚持面向基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唐山实践研究 张一思 唐山市社会主义学院

54 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研究 赵 芳 唐山市社会主义学院

55
“文旅融合”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结与互动关系研究

——以邢台地区文化古迹的开发和保护为例
张 谦 邢台市社会主义学院

56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路径探析——以保定市为例 闫海芳 保定市社会主义学院

57 社会治理视阈下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提升路径研究 杨 灿 保定市社会主义学院

58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政育人路径 王宝华 河北北方学院

59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研究——以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为例 李悦坤 河北北方学院

6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研究

——以承德市御祥园社区为例
郝亚新 承德市社会主义学院

61 对做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促进“两个健康”的思考——以衡水市为例 李 静 衡水市社会主义学院

62 自媒体时代加强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创新研究 马丽双 衡水市社会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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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文旅融合视角下衡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王 从 衡水市社会主义学院

64 全媒体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 赵亚凡 衡水市社会主义学院

65 传承红色文化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河北为例 赵玉环 衡水市社会主义学院

66 西柏坡时期协商民主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与当代启示 刘丽敏 石家庄市社会主义学院

67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有效衔接问题研究 陈月娥 燕山大学

68 统一战线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指向研究 刘国强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

69 以文化统战创新统战工作方式 石晶辉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

70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重要制度载体作用研究 张津凤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

71 加强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的对策研究 姜 博 燕山大学

72 西柏坡统战文化研究 王楠楠 秦皇岛市社会主义学院

73 人民政协多维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张彩云 河北师范大学

74 智能传播时代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研究 金 剑 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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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做好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研究 何 宽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76
数字统战：数字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逻辑和实践路径研究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李南阅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77 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研究——以张家口市为例 魏 莼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78 新时代高质量推进统一战线教育培训发展路径创新研究 童晓云 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79
新形势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以大城县为例
刘富香 中共大城县委党校

80 发挥统一战线人才优势，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研究 顾 斌 廊坊市社会主义学院

81 新时代弘扬燕赵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研究 贾祥桐 廊坊市社会主义学院

82 民族地区旅游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赵 芮 廊坊市社会主义学院

83 统一战线教育培训发展创新研究 宗卫星 中共文安县委党校

84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统一战线的发展策略创新研究 李晓艳 唐山市社会主义学院

85 以公共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感效”路径研究 王 涛 邢台市社会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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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邢台市民族团结主题公园为例

86
民族互嵌式社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与推进路径
王晓燕 邢台市社会主义学院

87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马幕青 保定市社会主义学院

88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王 静 保定市社会主义学院

89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路研究 许金博 保定市社会主义学院

9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路径研究 周亮亮 沧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91 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研究 程 娜 承德市社会主义学院

92 新一代民营企业家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研究——以河北衡水为例 董园园 衡水市社会主义学院

93 衡水市城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母剑侠 衡水市社会主义学院

94
行业协会商会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研究

——以河北省衡水市商协会建设为例
孙晨光 衡水市社会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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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石梦雅 石家庄市社会主义学院

96 统一战线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 郭文雅 政协沧州市委员会

97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逻辑 贾 亭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

98 统一战线教育培训发展创新研究 才 华 燕山大学

99
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背景下高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基于系统思维
冯赵建 河北工业大学

100 融媒体时代构建网络统战新生态路径研究 刘 洋 华北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