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2025年度盟市专项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项目承担单位

1 凝结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呼和浩特文化符号 白晓梅 呼和浩特市社科联

2 呼和浩特市全力打造区域教育医疗中心的发展路径研究 李恩巍 呼和浩特市社科联

3 拓展呼和浩特“对外开放圈”的路径研究 李  莹 呼和浩特市社科联

4
呼和浩特市农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水平评价及障碍度分
析研究

杨艳丽 呼和浩特市社科联

5
推动包头市稀土产业延链补链强链  高起点高标准高质
量建设“两个稀土基地”研究

张  琦 包头市社科联

6 包头市推进氢能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小  红 包头市社科联

7 建设“包头——西口文化核心区”研究 郑  炜 包头市社科联

8 包头市黄河流域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技术模式研究 余  娜 包头市社科联

9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路径探
究——以赤峰市为例

张媛媛 赤峰市社科联

10 红山文化的社会教育普及研究 杨  洁 赤峰市社科联

11
内蒙古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与强化基层卫生服务
建设研究——以医院主诊负责制度推广为视角

孙文博 赤峰市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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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赤峰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 刘海波 赤峰市社科联

13 河套灌区建设黄河流域现代高效农业集聚区研究 王春艳 巴彦淖尔市社科联

14 内蒙古西部方言文化与山西方言文化的接触借鉴研究 母新华 巴彦淖尔市社科联

15 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发展研究 张湛丽 巴彦淖尔市社科联

16 内蒙古农牧业技术支持助力乡村振兴研究 冯富帅 巴彦淖尔市社科联

17
鄂尔多斯市“根数据库”一表通建设赋能基层治理路径
研究

马千里 鄂尔多斯市社科联

18 鄂尔多斯数字经济及绿色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调查研究 武玉平 鄂尔多斯市社科联

19 暖城视域下鄂尔多斯红色文化品牌建设研究 崔云娜 鄂尔多斯市社科联

20 乌兰察布市媒体深度融合改革路径研究 李建军 乌兰察布市社科联

21 智慧算力赋能乌兰察布市社会服务体系转型与优化研究 于艳东 乌兰察布市社科联

22 乌兰察布市智慧城市建设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 杨  印 乌兰察布市社科联

23 关于以大数据手段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研究 袁  飞 乌海市社科联

第 2 页，共 4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项目承担单位

24
黄河乌海段重点新污染物问题中公众环境认知与应对行
为研究

赵丽媛 乌海市社科联

25 内蒙古“西部经济区”加快碳达峰路径分析研究 张  伟 乌海市社科联

26
多彩北疆·艺象文旅——基于呼伦贝尔地区民俗文化下
的冰雪雕塑艺术对于经济文化建设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徐殿彬 呼伦贝尔市社科联

27 呼伦贝尔教育强市建设路径研究 张利华 呼伦贝尔市社科联

28 呼伦贝尔市创新外贸高质量发展合作机制研究 张宏天 呼伦贝尔市社科联

29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地区实践研究——以兴安盟为例 徐广升 兴安盟社科联

30
兴安盟创建全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盟实践路
径与创新成效探析

孙延冰 兴安盟社科联

31 新形势下兴安盟招商引资对策研究 孙玉良 兴安盟社科联

32 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 李智超 通辽市社科联

33
探究西辽河文明在北疆文化范畴中的重要地位与多元价
值

梁大光 通辽市社科联

34
文旅融合赋能“北疆文化”品牌建设的多维价值与实践
路径—以通辽市为例

杜珊珊 通辽市社科联

35
深入持久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实践探索与
研究——以锡林郭勒盟为例

冀书刚 锡林郭勒盟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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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边疆治理视域下强边固防的实践与思考 陈亚玲 锡林郭勒盟社科联

37
智创新篇：锡林郭勒盟“国家能源资源基地”建设的数
智化转型进阶路径

杜美丽 锡林郭勒盟社科联

38 北疆文化视域下的黑城遗址文化研究 景学义 阿拉善盟社科联

39 阿拉善骆驼文化研究 黄  磊 阿拉善盟社科联

40 阿拉善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研究 富  涛 阿拉善盟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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