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2025年大学生创新立项项目拟推荐结果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拟推荐等级

1
家校社协同育人视角下校外实践活动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

研究
贾昕霖 国家级

2 数字助农：资本与小农户共赢的实践路径研究 王莹莹 国家级

3 乱象与规制：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问题检视与规制路径 罗浩东 国家级

4
协同共富背景下农村居民信息贫困的潜在剖面分析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
吴官政 国家级

5 基层共青团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李明 国家级

6 枫桥经验化解基层纠纷实践研究，以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为例 冯普圣 国家级

7 农村妇女参与就业帮扶车间对家庭发展韧性的提升机制研究 范宁宁 国家级

8 西江模式乡村文旅产业融合的内生动力与实践机制 尚珂欣 国家级

9 县域城镇化背景下零售业产业结构和产业秩序研究 刘崭硕 国家级

10 双系支持转型下家庭劳动力配置与生育决策研究 佘骞骞 国家级

11 乡贤不闲：诉源治理背景下乡贤调解机制实证研究 陆凤森 国家级

12 县域城乡融合视域下数字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陈星宇 省级

13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影响因素与规制路径研究 徐海珊 省级

14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李梓潞 省级

15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空间转型与可持续

发展路径研究
刘瑞祖 省级

16 粮食安全视角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研究 胡依雯 省级

17 技术-社会互构视角下西部地区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研究 邓嘉怡 省级

18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公众情绪对农村居民参与医保意愿的影响及

机制研究
刘亦凡 省级

19 农村法律明白人制度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闫叶亦蔷 省级

20
文化习得代际差异与村落共同体样态变迁的关联性探究——

基于闽南H村民间宗教的田野观察
陈语萱 省级

21 无人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研究 张荣祯 省级

22 家庭多代支持对农村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研究 贺冰雁 省级



23 新时代乡村普法经验总结和优化路径实证研究—以S省H县为例 梁颖璇 省级

24
县域特色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洛川苹果产业和灵宝苹果

产业的对比分析
闫晓璐 省级

25 乡村绿色富民产业发展的党政引领机制研究 梁嘉欣 省级

26
三治融合视角下党建引领乡风文明建设的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研

究——以咸阳市武功县典型村落为例
杨怡凌 省级

27 平安乡村建设中地方政府的注意力配置差异与优化研究 蔺鸿琪 省级

28 陕西省农村养老与银发经济耦合研究 孙竞维 省级

29 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机制健全路径研究 杜翔睿 省级

30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张乐璇 省级

31 和合文化赋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宁雪帆 省级

32 革命老区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 李念 省级

33 乡村“法律明白人”：公共法律服务的新角色—以陕西省为例 李笑锦 省级

34 基于居民满意度的村庄生态宜居水平评价研究一以陕西省为例 裴艺菲 校级

35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机制研究——以浙江省温岭市

石塘镇为例
龙玉龄 校级

36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综合治理研究 王泽昊 校级

37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保障机制及其法治进路实证研究 芦中奇 校级

38 技术适配性视角下的基层数字治理困境产生与优化路径研究 李慧苗 校级

39 中学教育内卷化的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研究 王政齐 校级

40
党建引领下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打通诉源治理最后一公

里
郝海村 校级

41 代际关系变动视角下农村家庭抚育支持力提升研究 王丹丹 校级

42 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种子品种侵权问题的法律保护路径研究 何家乐 校级

43 基层法律服务供给路径优化研究 刘星月 校级

44
人旅居耦合推动文化保护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路径研究——以

陕西省韩城市党家村为例
刘欣悦 校级

45
建国75年来中国乡村邻里关系模式的演变研究——基于关中地区

5个乡村的调查
马依婷 校级

46 消费主义视角下青年幼态化审美的心理形成机制研究 陶鑫社 校级



47
福利机构成年孤儿社会适应困境及社会工作介入对策研究——以

B市儿童福利院为例
李嘉怡 校级

48 唐代长安韦氏家族薄胎铜饰件的材质与工艺研究 贾靖然 校级

49 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主体性建构与提升路径研究 梁政基 校级

50 中西部“收缩型县城”的社会治理研究 韩晓伟 校级

51 生活在云端：网络直播中的身份建构与人际关系 张煜民 校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