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邯郸市社科规划课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专项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XW2025059 数字赋能邯郸红色文化资源创新转化
路径研究

郑晓花 邯郸开放大学

XW2025060 “剧本杀+古城旅游”模式在邯郸广府
古城的应用前景研究

李冉 邯郸学院

XW2025061 数字文明赋能邯郸红色文化资源活化
利用与传播创新研究

徐雁红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62 邯郸乡村振兴视域下红色旅游资源赋
能乡村发展的实践探索

刘新霞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63 情绪价值驱动下的邯郸文旅融合发展
路径研究

武婉玉
邯郸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艺术研究所

XW2025064 新发展格局下邯郸深度融入京津冀协
同发展“文化-产业”路径研究

张晓蕊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65 邯郸市文旅多元融合发展影响因素与
提升策略仿真研究

耿潇潇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66 数字文旅赋能乡村旅游的创新路径研
究

李冰燕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67 本草文化在社区花园景观营造中的创
新与实践

薛晓晓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XW2025068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邯郸文化旅游产业
差异化定位与产业链构建研究

岳志春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69 邯郸石窟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 马国芳
邯郸市赵王陵文物管理

处

XW2025070 在地化视角下武安傩戏研学旅行资源
评价及开发对策研究

李雷 邯郸学院

XW2025071 “人工智能+图书馆”赋能邯郸市公共
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张军丽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72 文化基因解码视域下邯郸成语中的工
匠精神研究

田嘉辉
邯郸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XW2025073  邯郸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发
展路径研究 朱雪峰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74 基于赵文化的邯郸道街区沉浸式动线
设计研究

尹启星 邯郸学院

XW2025075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邯郸文化强市建
设路径探析

张瑞芳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76 古建筑桥梁活化利用价值分析与对策
研究

李海英 复兴区档案馆

XW2025077 “农文旅”融合助力邯郸市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张艳萍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78 邯郸成语文化消费新领域培育中的夜
间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张伟 邯郸市博物馆

XW2025079 基于数字赋能与城乡互动双重驱动的
邯郸文旅融合创新研究

王华东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80 数字赋能与经济双轮驱动下邯郸市文
化人才队伍建设路径探究

李燕雪 邯郸学院

XW2025081 植物性饮食文化的传统智慧与现代转
化在邯郸的实践研究

冯文婷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XW2025082 多模态数据融合下邯郸市历史文化遗
产疗愈价值与作用机制研究

王艳霞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83 邯郸红色文化与网络思政协同发展研
究

宋艳霞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XW2025084 以邯郸红色历史为背景的沉浸式舞台
剧创作研究

贾梦迪 邯郸学院

XW2025085 数字化赋能视角下邯郸文化对外传播
的创新路径研究

段冉冉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86
基于居民文化消费升级视角的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赋能邯郸文化经济高质量发展
研究

王军涛 邯郸学院

XW2025087 文旅融合视域下邯郸地区博物馆旅游
创新发展策略研究

王越 邯郸市博物馆

XW2025088 文旅融合背景下邯郸文化对外传播创
新路径研究

张子媛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XW2025089 基于生成式AI的邯郸红色文化遗产数
字艺术创作与美育路径研究

龙智 邯郸学院

XW2025090 校企合作视域下邯郸地域文化融入文
创产品设计的实践研究

司雯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XW2025091 磁州窑诗文汇辑校注 彭宏业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92 邯郸大名县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王晓辰 邯郸市委党校

XW2025093 邯郸成语典故的活化研究与实践 申丹丹 魏县县委党校

XW2025094 邯郸成语典故的当代传播研究 李卉 冀南技师学院

XW2025095 邯郸红色文化在高职院校的传承与发
展研究

蔡仲凯
邯郸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XW2025096 以原创音乐推动邯郸成语典故声景活
化与数字传播创新研究

许雅婷 邯郸学院

XW2025097 武安市文旅产业集群发展路径探究 王梦燃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XW2025098 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邯郸地区新型特
色公共阅读空间建设研究

王茜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099 邯郸成语文化资源活化与群众文化生
活提质路径研究

任洁
邯郸市文化市场综合行

政执法局

XW2025100 金元全真道与黄粱梦故事的嬗变研究 韩占刚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01 滏口陉文化线路遗产构成与旅游活化
路径研究

王科 邯郸学院

XW2025102 文化传承视角下艺术设计在河北历史
街区更新改造中的应用研究

蔡潇怡 邯郸学院

XW2025103 明清时期冀南太行山区古村落公共空
间研究

刘广瑞 邯郸学院

XW2025104 文旅融合赋能城市书房服务样态的高
质量发展研究

冀海燕 邯郸市图书馆

XW2025105 数字化赋能视域下邯郸冀南皮影非遗
传承的时代转型与活态创新研究

蒋黎明 邯郸学院

XW2025106 民间艺术传承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民
众文化生活延续

秦娇夷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07 邯郸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与思政教育
协同发展研究

王贝贝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08 邯郸文化新媒体传播路径及策略研究 吕薇 邯郸市委党校

XW2025109
探索“文化-科技-政策”三元驱动机制  推动邯
郸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引领型”文旅模式
转型

贾子娟 邯郸市委党校

XW2025110 邯郸文化新媒体传播机制及策略创新
研究

沙笑慧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1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邯郸市文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策略

索江芬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XW2025112 图书馆作为文化枢纽的邯郸实践：邱
县“漫画+文旅”IP开发研究

曹京京 邱县图书馆

XW2025113 全民阅读视域下邯郸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构建策略研究

梁静涛 邯郸市图书馆

XW2025114 研学视角下打造邯郸特色文旅产业的
策略研究

吴振华 邯郸学院

XW202511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高职美育实
践教学研究

王素敏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XW2025116 荀子与赵王议兵的现实意义研究 芦莎莎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17 从符号学视角看现代舞蹈中的太极文
化元素研究

韩叙 邯郸学院

XW2025118 数字化赋能邯郸道文旅IP的多模态翻
译模式构建

魏天婵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19 邯郸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传
承策略研究

郝耀飞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XW2025120 哪吒出海的成都经验对邯郸文创园区
发展的借鉴意义

范艳艳 复兴区委党校

XW2025121 IP视角下邯郸成语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刘静 邯郸学院

XW2025122 红色文化浸润下幼儿舞蹈创编课程的
实践与探索

连俊晓
邯郸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XW2025123 文化认同视域下邯郸成语典故的新媒
体传播研究

连昭慧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24 基于人工智能与脑电的历史文化街区
景观疗愈元素识别与评估研究

朱庆祥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25 邯郸成语典故中的儒家治国思想及其
当代价值 李建平 邯郸学院

XW2025126 基于建筑设计视角的邯郸道历史文化
街区空间重构策略探究

李海宏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27 数字化背景下邯郸城市形象构建及传
播策略研究

陈嘉琪 邯郸学院

XW202512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院校青少
年建设的研究

王晓娜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XW2025129 数智时代邯郸网络文化治理研究 蔡青岑 邯郸市委党校

XW2025130 AI时代下邯郸成语典故的智能传播研
究

王康 邯郸学院

XW2025131 习近平人才观视阈下邯郸市文化人才
队伍建设研究

孙琳琳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32 邯郸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 黄楠 邯郸学院

XW2025133 智慧文旅助力邯郸国际旅游度假区建
设研究

王丽佳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XW2025134 推进邯郸市涉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路径探究

杨娜 涉县县委党校

XW2025135 基于“12345”模式的邯郸红色文化从“
形式融入”到“价值共生”路径研究

刘倩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36 邯郸非遗戏曲剧种现代传承策略研究 李文华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37 邯郸成语典故的新媒体传播研究 李立锁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38 多模态模型语境下邯郸市图书馆红色
文化传播矩阵研究

申震 邯郸市图书馆

XW2025139 邯郸市红色文化融入课程思政路径研
究

张立群 邯郸开放大学

XW2025140 “共建·共育·共融”社会力量参与非遗
保护的长效机制研究

成永娜 邯郸市群众艺术馆

XW2025141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邯郸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字化传承保护研究

张杰 邯郸市委党校

XW2025142 响堂山“造像文字”与东晋《谢鲲墓志
》对比研究

常加 邯郸学院

XW2025143 打造邯郸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对策研究 郝晗婷 邯郸市委党校

XW2025144 邯郸赵文化遗址的综合利用研究 蔺健
邯郸市赵王城遗址博物

院

XW2025145 邯郸市乡村旅游资源整合与可持续发
展路径研究

武晓黎 邯郸学院

XW2025146 高校传媒类专业服务邯郸文化新媒体
传播研究

王玉珏 邯郸学院

XW2025147 铜雀台诗文系统性整理与多维文化研
究

刘秋彬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48 新时代磁州窑馆藏可移动文物预防性
保护和利用路径探讨

张军红 峰峰矿区文物局

XW2025149 博物馆文创赋能文旅融合研究 徐国栋 邯郸市博物馆

XW2025150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背景下
LAM融合发展模式探究

闫雨薇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51 元宇宙赋能红色文化创新传播的邯郸
探索

田作京 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XW2025152 中国式现代化邯郸文旅场景中高质量
乡村游进路研究

吕静彩 邯郸学院

XW2025153 老龄化背景下文旅康养产业与银发经
济高质量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杨习英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54 武安市平调落子非遗活化传承策略研
究

赵亚丽 武安市委党校

XW2025155 大运河邯郸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
保护路径研究

许立莉 邯郸市大运河研究基地



XW2025156 数字化时代邯郸群众文化活动的创新
形式与实践路径研究

唐雪彬 邯郸市群众艺术馆

XW2025157 场景化文旅重塑邯郸旅游消费图景的
路径研究

韩宁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XW2025158 大运河馆陶段历史文化与馆陶县文化
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李献强 邯郸市大运河研究基地

XW2025159 区域非遗文化在职业学校传承与发展
的策略研究 郝子琛 冀南技师学院

XW2025160 太极文化与邯郸市文化旅游产业的融
合发展

闫志永
邯郸市志永太极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XW2025161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地区高额彩礼治
理路径研究 燕茜茜 馆陶县委党校

XW2025162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赵文化传承创新
机制研究

赵丽强 邯郸学院

XW2025163 关于IP赋能“国潮+VR/AR技术”下邯
郸成语宣传与推广的研究

郝增华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XW2025164 “非遗”视角下河北鼓吹乐文化传承研
究与创新

李璇 邯郸学院

XW2025165 电商直播赋能乡村振兴的策略研究 陈丽杰 馆陶县委党校

XW2025166 大运河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利用研
究

石秀丽 邯郸市大运河研究基地

XW2025167 从编钟到红歌：音乐赋能邯郸文化软
实力的路径研究

李彤 邯郸学院

XW2025168 多措并举打造邯郸独特多元的文旅产
业

赵万
邯郸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XW2025169 共情传播视域下邯郸文旅微短剧《来
自赵国的你》的叙事策略与传播价值

焦倩倩 邯郸学院

XW2025170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地方优秀文化“
两创”路径探析

郑伟冲 邯郸学院

XW2025171 从人文浸润行动看邯郸高质量发展中
文明力量的价值研究

袁敬利 复兴区委党校

XW2025172 高校图书馆与地方文化融合发展路径
探析

陶爱新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73 邯郸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现状及路径探
究

王利月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XW2025174 新质生产力赋能邯郸生态文明建设的
实现路径

赵永喆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XW2025175 邯郸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
研究

贾清贤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76 图书馆视域下AIGC驱动邯郸成语IP
开发与推广模式研究

闫宇 邯郸市图书馆

XW2025177 邯郸成语教育价值与大学文化教育的
融合研究

纪俊霞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78 新文科视域下邯郸成语文化外译与课
程思政融合路径研究

狄伟进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79 太行鲁艺抗战版画创作文献研究 张放 邯郸学院

XW2025180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邯郸市青少年
体育育人的路径研究

王鑫 邯郸学院

XW2025181 赵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研究

杨超
邯郸市赵王城遗址博物

院

XW2025182 赵文化中“家训”的文化内涵与美育价
值

丁静娜 邯郸学院

XW2025183 数字赋能邯郸红色文化资源传承与发
展研究

王敬雯 邯郸市委党校

XW2025184 邯郸成语典故在中国古典舞教学中意
象化训练模式构建

杜妍妍 邯郸学院

XW2025185 邯郸红色文物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路
径研究

李王生 武安市文物保护中心

XW2025186 成语典故翻译促进邯郸旅游发展价值
研究

李珊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87 非遗文化视域下南宫碑书法艺术传承
研究

高双玲
邯郸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XW2025188 新时代弘扬太行精神路径研究 刘敬波 临漳县委党校

XW2025189 燕赵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研究 王利芳 邯山区委党校

XW2025190 基于磁州窑文化传承的“五育融合”育
人路径研究 张文娟 邯郸学院

XW2025191 邯郸以“百姓宣讲”践行习近平文化思
想的实践路径挖掘及经验梳理

张静 邯山区委党校

XW2025192 数字化技术赋能广府古城景区高质量
发展路径研究

李义革 永年区委党校

XW2025193 数字化应用在成语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探索研究

程道君 邯郸市规划展览馆

XW2025194 美国《荀子》译介与传播研究 王红超 邯郸学院

XW2025195 大语言模型视域下邯郸太极文化与成
语典故的互文性研究

高璐 邯郸学院



XW2025196 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打造国家级旅游
休闲街区路径研究

刘颖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XW2025197 基于学术期刊平台的邯郸文化对外传
播创新路径研究

唐彦彦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198 邯郸末代进士李景濂研究 陈卫龙
复兴区铁路大院街道

办事处

XW2025199 成语典故智慧赋能邯郸文化新形态之
分析及策略

王彦杰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XW2025200
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背景下“一二九
师精神”涵养大学生价值观有效路径
研究

程书珍 河北工程大学

XW2025201 太行山中医药文化传承与现代康复医
学教育体系融合研究

李叶菡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XW2025202 邯郸道文化艺术体验、展演与文创的
方案构建研究

李征 邯郸学院

XW2025203 邯郸职教出海背景下古赵文化对外传
播的创新机制与实践路径

李欣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XW2025204 以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 助力提
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张燕 邯郸市图书馆

XW2025205 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对技工院校的影
响及对策研究

郭朋 冀南技师学院

XW2025206 《赵氏孤儿》跨媒介叙事及其当代价
值研究

刘聪颖 邯郸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