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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年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论坛

获奖论文名单

（共 171 篇，同一等次排名不分先后）

一、敦煌法学分论坛（21 篇）

序

号
题 目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一等奖（3篇）

1

敦煌文献英 IOL.Tib.J.VOL.5485

（8-6，8-7）中盗窃寺院财物罪的

刑法学研究

贡保华旦
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刑

事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2 敦煌法学作为中国历史比较法学 王 勇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甘肃省法学

会敦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法学

会简牍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甘肃省法

学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法治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甘

肃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兰州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

3
从新见契约文书看清末甘肃山丹

乡村社会治理及其特点
谢继忠 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二等奖（5篇）

1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中华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研究

朱乾乾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

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2
敦煌争讼文书所见唐代民间纠纷

解决的诉讼机制

穆永强

周 星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甘肃省法

学会敦煌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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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敦煌环境法史考——以敦煌悬泉

置《四时月令诏条》为视角

吕志祥

孙中华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甘肃省哲学

社会科学重大研究基地“甘肃生态建设

与环境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4
唐律的立法特色、立法技术及其当

代启示
梅献中 广东韶关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

5
敦煌契约文书所见汉藏民族之间

的交往交流交融
罗 将 河西学院法学院教授

三等奖（6篇）

1
敦煌壁画沙弥守戒因缘故事的法

理命题及其展开
张雪寒 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2
敦煌莫高窟彩塑壁画中的法律观

念：探赜索隐与当代价值

吕志祥

薛泽堃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基地“甘

肃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生

3
法律与戒律——以晚唐五代敦煌

僧团为中心的研究
何元博 河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4
敦煌法学担保制度研究对现代合

同制度的借鉴与启示
杨 磊

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

长、二级高级法官

5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意蕴及时

代价值
刘建锋 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6 西北出土契约文书中的违约纳罚 韩树伟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

优秀奖（7篇）

1
敦煌“礼法共治诸法合体”法律文

化探析

马志鹏

马玉祥

西北民族大学教务处

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原副会长、

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原院长、二级教授

2
8-10 世纪敦煌雇佣契约文书中的

民间习惯研究
秦 欣 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研究生

3

论敦煌文献中的传统法律文化对

驱动新时代检察工作现代化的启

示

敬宏伟

齐 阳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检察长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

主任

4

情理法融合视角下的刑事个案正

义——以《贤愚经·檀腻䩭品》中

端正王“智判案件”为启示

王言兴 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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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敦煌法治文化的特征及当代价值

李邯振

德青措

向城霖

王佳雯

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6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西部地

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初探
欧阳福生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

7
推动敦煌法学文化在新时代审判

工作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魏文盛

李雪梅

宋亚楠

肃北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肃北县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肃北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一级科员

二、简牍法学分论坛（20 篇）

序

号
题 目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一等奖（3篇）

1
试论简牍法学对建构中国数字法

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贡献
王 勇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2
狱律与旁律：出土秦汉律篇形成过

程探微
于洪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3
敦煌汉简行政法律文书的法文化

研究
田庆锋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二等奖（5篇）

1
重塑“中华法系”基础理论问题思

考
刘延寿

读者出版集团编审，甘肃省法学会简牍

法学研究会顾问

2
东汉秋冬行刑的制度重构与实践

冲突
朱群杰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3 秦简牍法学学术史研究综述
王斌通

张小航

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

院执行院长、副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本科生

4

《汉律中的“少长”与“老小”—

—兼谈大逆不道罪连坐之年龄范

围》

谢小燕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5

由出土文献清华简《管仲》及传世

文献《管子》所见管仲“去佞”法

思想

史家瑞 暨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三等奖（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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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出土简牍文书看汉代居延屯戍

区的民间借贷关系

穆永强

徐 宁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2 何为睆老：汉代养老制度“新论” 雷 倩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3

清华简玖《成人》篇中先秦政法思

想一窥——兼谈中国法律思想史

研究中的“虚”与“实”

郭 宝

王 杰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4
“诸当得购赏贳债者皆亟予之令”

复原赘说
刘智明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博士研究生

5
制定法与习惯法：唐宋与西夏的比

较研究
罗 将 河西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6
简牍所见战国秦对流动自由民的

管理法制
陈玉婷 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优秀奖（6篇）

1
边疆治理视角下甘肃简牍中的军

防法治研究

马小娟

马 雪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2 汉初迁蜀刑所见秦及汉初的道制 杨彦鹏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3
从睡虎地秦简《日书》看鬼神信仰

与法律文化
胡 尚 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

4

安民与融合：晚清吐鲁番厅告示与

社会问题应对——以《清代新疆档

案选辑》为中心

张琳惠怡 新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5
国族法学视角下中华法系的发展

过程中少数族群贡献论析

李卓敏

王帅飞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副研究员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6

回溯与展望：裁判文书实现社会效

果之困境破解——以古代判牍为

研究视角

白会东

朱羿铭

黄云龙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三、红色法治文化分论坛（50 篇）

序

号
题 目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一等奖（8篇）

1
甘肃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地方立法

的样本比较
王宇婷 兰州大学法学院法律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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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司法确

认程序的检视与优化——以全流

程系统优化为导向

张馨予

陈晓彤

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人民法院政治部一

级科员，法学学士、经济学学士

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人民法院民二庭四

级法官助理，法学硕士

3

从华北革命根据地司法工作总结

看新时代人民法院审判管理的传

承与嬗变

石改军

张恒博

张文特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

办公室副主任

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4

红色法治文化在农村治理中的历

史评估与现代应用——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视角

王梦旭 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5
红色资源地方立法现状检视与完

善路径

郭 虹

伍俊怡

刘建菲

伊犁师范大学副教授、伊犁师范大学习

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伊犁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伊犁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6

南梁革命根据地红色法治文化中

的传统优秀文化基因溯源传承研

究

王 勇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甘肃明源律

师事务所律师，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7

赓续红色金融血脉 赋能金融审判

高质量发展——以Y区法院近三年

金融民商事案件为视角

秦 瑞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四级法官

助理

8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司法工

作中的创新与发展——以“洋芋法

庭”为例

张建军

刘 硕

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

学博士

兰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二等奖（12篇）

1
西部地区红色法治文化研究：以保

护和利用为切入点
贾立军

甘肃策横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二级律

师，高级经济师

2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红色司法资

源传承发展的问题剖析和路径探

究

林晓明

李海燕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四级主任

科员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

3
甘肃省红色法治文化资源保护路

径探析
付裕媛 兰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4

论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建设与国家

政权建设——基于立法、行政、司

法的考察

刘 斌

丁 婕

甘肃省民族法制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

5

赓续与演变：新时代人民法庭服务

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探究 ——以传

承西柏坡时期红色法治基因为视

阀

王亚双

王丹丹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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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寻乌经验视角下农村婚俗治理的

实践路径
寿晓明 安徽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

7
南梁红色法治文化的生成逻辑、

价值意蕴与传承路径
谢 拓 陇东学院法律系主任、副教授

8
人民法庭传承红色司法传统的实

践路径——以陈庄人民法庭为例

高永会

曹伟伟

宋聪慧

灵寿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灵寿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灵寿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9
伟大建党精神引领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建设研究
宋伟哲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高校中国共产党伟

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分中

心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讲师

10

红色法治文化的时代价值研究

——从革命法庭的传承与实践中

探索法治精神的当代价值

赵晓平

王 蕾

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书记员

甘肃省武威铁路运输法院法官助理

11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律文化与新

时代司法文明建设

李郁军

陈 革

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兰州市人民检察院二级高级检察官

12

红色法治文化教育背景下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研究——基

于 S省专门学校实践探索的思考

贾存荣

王希东

黄瑞铭

甘肃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

甘肃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干部

甘肃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干部

三等奖（15篇）

1
陕甘宁边区司法便民理念的形成

与启示
李东洋 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2
陕甘宁边区人民检察事业的艰辛

探索与历史成就

金 石

陈 晨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二级高级检察官、法

律政策研究室主任，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书

记员

3
红色文化与“枫桥经验”融合下

人民法庭建设的进阶路径
李 萍

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人民法院三级法官

助理

4
晋冀鲁豫边区刑事被告人权利保

障的理性与经验

张永进

黄 昭

郝 迈

河北工程大学法治邯郸研究院研究员

河北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

山东大学法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5
红色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现状和

路径探析

林晓明

李海燕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四级主任

科员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

6
晋察冀边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及

经验启示

刘梅林

许玉洁

王 康

灵寿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灵寿县人民法院五级法官助理

灵寿县人民法院五级法官助理

7
追本溯源：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少数民族选举权
杨 栋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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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革命根据地狱治文化及启示 龚 华
江苏省龙潭监狱副研究员，江苏省监狱

工作协会学术委员

9
快节奏生活时代红色法治文化的

价值探究
汤印大 南昌大学科技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10

弘扬铁军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

考察

陈朝阳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

书记、副检察长

11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及其

价值研究

范景萍

王景繁

内蒙古工业大学副教授

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12

苏区妇女权益保障之启示——以 F

市“检察+妇联”防家暴协作机制

为研究

李 琦 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

13
苏区工农检察制度对当代检察公

益诉讼的历史启示
陈 磊

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

室二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天津大

学检察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14
县域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实践样

态与规范路径

邵新建

马欣艺

郭洁璐

甘谷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三级高级检

察官

甘谷县人民检察院一级科员、五级检察

官助理

甘谷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一

级检察官

15
分红视野下的当前我国监狱罪犯

劳动报酬之完善
牟九安 甘肃省监狱学会金昌监狱分会副秘书长

优秀奖（15篇）

1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研究 马秀娟 甘谷县人民检察院书记员

2
诉源治理视域下甘肃多元解纷机

制的本土实践

苏佩云

裴雪君

甘肃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九级职员

甘肃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九级职员

3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妇女权益法制

保障浅析及新时代价值研究

马一轮

王 澜

王玉清

宜昌市夷陵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专

技 11 级

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

生

内丘县五郭乡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

4
关于 1944 年邓德银诉谷银林离婚

纠纷一案的研究报告

刘梅林

王德崴

许玉洁

灵寿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灵寿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

灵寿县人民法院五级法官助理

5
马锡五审判方式对新时代涉诉信

访法治化的启示
刘楷文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三级检察

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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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37-1949:论太行山根据地婚姻

自由政策变迁
詹济源 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

7
新时代背景下“枫桥经验”与红色

法治文化的交融路径及实践探索

侯馨媛

侯昕利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

究生

西北师范大学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

8
一体推进“三不腐”语境下新时代

检察廉洁文化的构建与价值
潘 聪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浙江省丽水市

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

9

甘陕革命根据地法治文化精神之

现实启示――对推动国家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借鉴思考

敬宏伟

齐 阳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检察长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

负责人

10

关于筑牢西部生态检察屏障探索

轻罪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以W市

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视角探究

杨晓萍

姜懿宸

刘 洁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检察院五级检

察官助理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检察院三级检

察官助理

11
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深厚底蕴与

当代传承
王 娜 甘肃省民族法制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2
试论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

政府监察法制的经验与启示
郝云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2023 级法律

史硕士研究生

13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对新时代矛

盾纠纷源头治理的价值借鉴

肖小星

肖庆星

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14

“外嫁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历史考

察与当代启示 ——以革命时期晋

察冀边区视角为例

邢亚卓

刘添添

梁 阔

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庭

五级法官助理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上庄法

庭五级法官助理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法官

助理

15 中国传统文化对西部法治的影响 任逸航 临泽县司法局干部

四、马锡五审判方式分论坛（35 篇）

序

号
题 目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一等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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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色法治文化的时代价值研究

——以董必武法学观为中心

何勤华

张陶然

秦奕炜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院长、

涉外法治研究院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

上海政法学院青年教师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法律史专业硕士

研究生

2

耦合与超越：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

时代人民法庭建设中的文化赓续

与现代转化

赵永刚

黄 琴

金恩雨

沈 旭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法官二级

法官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五级法官

助理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五级法官

助理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五级法官

助理

3
论新时代马锡五式人民法庭的地

域文化融合

吕江华

秦慧娟

江西省德安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四级高级法官

江西省德安县人民法院一级法官

4
家庭纽带的法律织补：马锡五审判

方式在现代亲属案件中的启示

王治云

王婉莹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四级高

级法官助理

甘肃政法大学在读本科生

5
从“刘巧儿”案看社会主义婚姻制

度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王 勇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二等奖（8篇）

1

情理思维融入化解农村分家析产

纠纷的路径探究——以《折狱新

语》承袭卷、产业卷的判词为切入

点

杨玲娥

卢君玉

南安市人民法院三级法官

南安市人民法院一级法官

2

马锡五审判方式下基层人民法庭

枫桥新模式探索——以几种实践

范式的比较分析为视角

胡尚慧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专职委员，四级高级法官

3

传统法律文化在执源治理中的实

践优化——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

例

张 旭 兰州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4
站稳人民立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

失范运行之矫正

王韶方

李 颖

张国天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

长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四

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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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红色法治基因融入法院发展的价

值意蕴与策略研究

高永德

权 卉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

公室副主任

6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法院队伍建设

中的时代价值与传承路径

谢 拓

张 洁

杜 琰

陇东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律系主任、

副教授

陇东学院法律系讲师

甘肃省民族法制文化研究所编辑部副主

任

7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代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中的价值与传承
李昀鞠 甘肃省民族法制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8
新时代马锡五式人民法庭建设研

究
韩雨露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

理

三等奖（11篇）

1
否定之否定：无讼理念的祛魅与重

构
吴啸虎 寿宁县人民法院五级法官助理

2

马锡五审判方式促引基层法院建

构劳动争议审判庭提升多元解纷

动能的社会学实证思寻

霍袁平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

3
“马锡五审判方式”对新时代纠纷

多元化解的借鉴与启示

王晓燕

刘 旭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三级高级法官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审管办（研究室）

法官助理

4
无讼是求：多元解纷机制路径优化

刍议

刘洁睿

王 悦

甘肃省民族法制文化研究所专业技术十

一级职员

甘肃省民族法制文化研究所专业技术十

一级职员

5
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低龄未成年人

犯罪治理的启示

张子卓

张建军

兰州大学法律（法学）研究生

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6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家事审判的

规范路径——以“家庭教育指导

令”的有效运用为切口

魏 萌

娄全成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少家庭庭

长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少家庭法

官助理

7

基层司法中民意联络与处理的现

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以529例生

命权纠纷裁判为切入点

肖 峻

龚享福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员额法官

8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参与社会治

理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穆永强

苑汶龙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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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中国

式法治现代化：融贯理据与司法进

路

范 贞

杜 琰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甘肃省民族法制文化研究所编辑部副主

任

10

探本溯源：人民法院参与基层治理

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基因

——以《龙泉司法档案》为视角的

考察

王亚琪

方瑜雪

王 磊

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梅溪人民法庭四

级法官助理

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二

级员额法官

11
新时代刑事诉讼法典化的历史智

慧探析
周小凡

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讲师，法

学博士

优秀奖（11篇）

1
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与反思
陈臻胜

永靖县法院审委会委员、审监庭庭长、

一级法官，甘肃省第三届审判业务专家

2

释义与路径：“以和为贵”传统法

律文化在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的

实现

韩 雪

舒清茏

四川开放大学讲师

成都高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法务经理

3
德法合治的理念阐释与司法适用

——兼论多元解纷的实践进路
曹晨光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人民法

院五级法官助理

4

因时而进：“马锡五审判方式”在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下的传承

与发展

王伟伟 河北省任丘市五级法官助理

5

从马锡五审判方式到新时代“枫桥

经验”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传

承与实践逻辑——以劳动关系矛

盾协商协调机制为例

徐孝存

刘 青

胶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级经济

师

青岛市青岛西海岸新区财政局国库集中

支付中心审核五科科长

6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民本

司法智慧探析
邵永哲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

助理

7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的优化

路径
侯元颖

镇平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

室）副主任、四级法官助理

8
新时代人民法院践行马锡五审判

方式路径探索
王 娜 甘肃省民族法制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9
临洮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议征集中

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研究
于访勤 河西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10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培育的智

慧之花——调解及其法律制度研

究

解 放

甘肃省人民调解协会副秘书长、中华全

国人民调解协会医疗纠纷专业委员会委

员、甘肃省司法厅调解专家、甘肃省法

学会法律咨询顾问、上海政法学院兼职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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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层法庭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

中的难点与思考
赵文娣 临泽县人民法院法官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法治文化分论坛（45 篇）

序

号
题 目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一等奖（6篇）

1
敦煌古藏文法制文献中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研究

贡保华旦

才让拉毛

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2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互构的现实

进路及其法治保障

简丽琴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

生

3

法治乡村建设背景下精英共治民

族村落的逻辑与路径——基于G省

Y村的观察

苏海平 甘肃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4
“铸牢”新范式：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活动主体立法解构

王 英

孙 佳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

5

社会治理视角下依习惯调处社会

矛盾纠纷案件类型实证考——以 N

省 H州 G县为例

王立明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6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

立法路径
郑 毅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二等奖（10篇）

1

同语同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法治保障：基于《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在新疆实施状况的实证

研究

胡浩翔

钱书豪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

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

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

团结进步立法研究
谢宗霖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3
“枫桥经验”法治化适用于民族地

区基层治理研究

邓小兵

张弘刚

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兰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4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民族地区矛

盾纠纷化解中的适用研究——以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4个基层

法院为例

吴黎明 内蒙古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5
“石榴籽”调解：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县域司法实践调解

陆银清

杨贻媛

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会同县人民法院书记员、四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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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少数民族案件调解话语

为视角

6
完善自治条例立法程序与提升实

施效能的路径探索
妥学进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

7
生态法治视域下民族习惯法的可

能贡献

常丽霞

柴秦钰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兰州理工大学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

8
“因俗而治”与清代川藏毗邻区域

的国家认同

袁洪涛

李沛仆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9
民族法制文化嵌入西部地区社会

治理路径研究
刘吉旭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二庭，四级高

级法官助理

1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模式审

思
韩云平 天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三等奖（13篇）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族习

惯司法适用的构建
沙家辉 烟台理工学院文法学院助教

2
民族地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法治进路

刘长青

虎有泽

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

3
宁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

治保障研究

梁超宇

刘振宇

宁夏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

生

宁夏大学法学院教授

4

“法理情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之司法路径探析——基

于西部G省法院近十年适用“情理”

的裁判文书分析

李 夏

权 卉

赵国莉

廖 雪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审

委会事务科副科长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一级主任科

员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装备科副科长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综合科副科长

5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

农牧交错地区司法治理的实践变

迁——基于 S旗法院的个案分析

鲁国文

曹晨光

王 哲

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二级高级法官，法律硕士

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

任

6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民族地区矛盾

纠纷化解中的情感认同逻辑与民

间法调适进路

康兰平

艾尔夏

提·库尔

班

合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

7

基层立法联系点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作用机制研究——以临

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马力明 临夏州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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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甘肃涉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

化研究——以“8＋模式”为切入

点

李沛仆

袁洪涛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2022 级法理学硕

士研究生

9
新时代“枫桥经验”理念下民间禁

忌纠纷的司法适用
程 炎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四甲法庭副庭

长、三级法官

10
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

治实践路径
乌 兰 内蒙古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11

滇中民族地区保寨树习俗生态功

能再造研究——以新平彝族傣族

自治县中寨村为例

田永德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1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保

障研究
李迎财 甘肃省法官学院讲师

13

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参与恢复性

司法的机制研究——以环境犯罪

领域为例

王 楠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优秀奖（16篇）

1

两种法的融合与发展：贵州省黔南

州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创新研

究

吴光雷

姚柳碧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研

究室副主任

罗甸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2

多元文化共生：基于文献计量学的

少数民族环境习惯传承与变迁研

究

唐学军

陈晓霞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中共成都市简阳市委宣传部

3
廊道长城与民族团结：河西走廊长

城文化的历史底色与独特功能
蔡 霞 河西学院法学院讲师

4

分治与制衡：法制史视阈下《办理

西藏事宜十项折》再探讨——以行

政、宗教条款为中心

王小杰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5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民族事务

治理的路径探析
张美玉 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6

论村规民约中“抓阄”的治理功能

及其现代化路径——以曲乃海村

为例

切羊卓么 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7

青少年法治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推进的路径研

究

刘竺芸

李燕萍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8
各民族互嵌式社区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的义乌实践与优化路径

王 英

曹格嘉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9
边疆民族地区宗教治理法治化：经

验、掣肘与进路——基于对新疆宗

吴 瀚

岳书光

伊犁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伊犁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委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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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作的分析 硕士生导师

10
法治进程中的民族互动与共同体

构建——北疆跨文化法律融合研究
乌 云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党校理研会室主任

11
中小学德育课程融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

李燕萍

刘竺芸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12
国家民族建构如何化解“斯科特困

境”
王 勇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13

SWOT 分析视角下民族地区基层检

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路

径探析

天水市

检察院

课题组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

14
市域社会治理视角下少数民族法

治文化融入刑事审判之路径探索

赵金荣

张 瑜

杨亚娅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刑二庭庭长，甘肃省兰州市法学

会理事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

员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书记

员

15
新发展理念下青藏高原传统生态

理念之法治视域检视与承继发挥
任 杰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公职律师

16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民族地区矛

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适用研究

郭循利

陈卉婧

徐梦潭

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管理办

公室（研究室）主任

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管理办

公室（研究室）副主任

甘肃省法学会 2024 年 11月 2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