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明根基、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

2.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研究

4.岳麓书院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策源地发展研究

5.党的创新理论 “青年化阐释” 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6.传承与发展红色文化资源研究

7.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研究

8.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及应对机制研究

9.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现代化新长沙建设研究

10.中国式现代化与长沙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11.推动基层减负赋能研究

12.长沙市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研究

13.长沙市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研究

14.长沙市建设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研究

15.长沙市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研究

16.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

17.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



18.长沙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19.协同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研究

20.长沙市海外人才引进及作用发挥研究

21.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长沙实践研究

22.统筹发展和安全研究

23.推动长株潭都市圈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研究

24.长株潭一体化区域机关党建联盟建设研究

25.长沙市食品加工行业发展研究

26.长沙市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研究

27.长沙市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研究

28.对接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助推长沙企业“走出去”研究

29.深化中非经贸合作，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研究

30.长沙市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31.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的实践路径研究

32.长沙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33.长沙市构建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研究

34.长沙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研究

35.长沙市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现状分析及路径研究

36. 乡村振兴中人才振兴的现实困境及解决路径研究

37.长沙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与路径研究

38.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研究

39.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



40.长沙市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

41.长沙市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运营管理研究

42.科技赋能长沙市文化产业创新研究

43.长沙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机制研究

44.长沙市新型智库建设研究

45.构建中国特色、长沙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研究

（课题申报以《课题指南》作为本年度重点研究领域和方向，各课题

组也可结合实际自主选题进行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