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共 青 团 浙 江 省 委
文件

浙江省青年研究会

团浙联〔2017〕63 号

★

关于 2017 年度浙江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
研究课题立项的通知

各团市、县（市、区）委，省属企业、高校团委，省直机关

团工委，省军区、省武警总队政治部组织处：

在前期各地、各单位申报课题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研究

实力、课题内容和地域分布以及 2016 年度课题结题情况，

经省青年研究会和团省委办公室多轮评审，并经团省委党组

研究，确定 2017 年度浙江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课题立项

77 项，其中 30 项为重点研究课题经费资助项目，47 项为一

般研究课题自筹经费项目。

2017 年度浙江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立项课题研究结

题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30 日。课题立项后，将以课题立项通

知书的形式送达各课题主持人。团省委、省青年研究会将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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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举办课题负责人培训班，2017 年 11 月至 12 月将开展立

项课题中期检查。为加强督促考核，针对中期检查的情况，

适当调整重点研究课题经费资助项目和一般研究课题自筹

经费项目，比例控制在 15%左右。2018 年 5 月将对课题研究

成果进行审核鉴定，无特殊情况不得延期。课题项目要充分

发挥为地方党委政府建言献策的作用，课题内容转化为提案

建议的项目将在评比中酌情加分。对于文字复制比在 20%以

上的课题，直接不予通过。文字复制比超过 15%或者评审委

员会认定为合格的经费资助项目降为自筹经费项目，不予经

费支持。对于复制比在 15%以下且经评审委员会认定为优秀

的自筹经费项目，变更为经费资助项目。

开展理论研究，是共青团推动工作的重要基础和手段，

是建设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体系的重要内容，更是共青

团干部增强理论思维和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各立项课

题主持人和所在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把研究工作提

上重要的议事日程，紧紧围绕抓研究促工作开展、抓研究促

干部成长的目标，大力整合资源和研究力量，共同开展课题

研究。要统筹兼顾、有序推进，进一步加强调研论证、完善

课题研究规划、细化研究课题任务，不断完善课题研究的资

金投入、人才供给等配套条件，确保课题研究工作有效开展。

要结合实际、创新探索，深入挖掘基层的创新做法和典型经

验，并努力运用多学科理论加以总结提炼，形成具有鲜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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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特色、普遍借鉴意义的研究文章，切实提高课题研究的科

学性、针对性、实践性。

省青年研究会联系人：张 波、陈昕苗

联系电话：0571-88844399

电子邮箱：zjs_ysrc@126.com

地 址：杭州市文二路 188 号省青少年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310012

团省委办公室联系人：印 优

联系电话：0571-85174356

电子邮件：zjtswbgs@sina.com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安吉路 21 号团省委办公室

邮政编码：310006

附件：2017 年度浙江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立项课题

名单

共青团浙江省委 浙江省青年研究会

2017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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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全省各级团组织重点研究课题（经费资助项目）（30项）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所在单位

ZD201701 国际化视角下杭州青年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 吴洁静 团杭州市委

ZD201702 国际化进程中的志愿服务工作机遇与挑战研究 陈碧红 团杭州市委

ZD201703 宁波市青年婚恋交友现状调研 李 锋 团宁波市委

ZD201704
基于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观照与关爱策略研

究
许 烽

宁波大红鹰学院团

委

ZD201705
“互联网+”思维下青年诉求O2O服务模式实践研究——

以“青年之声•温州市服务中心”建设为例
王伽伽 团温州市委

ZD201706 温州市瓯海区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的现状及干预 朱浩亮 团温州市瓯海区委

ZD201707
从严治团背景下团员青年身份意识调研及培养路径探

讨——以湖州市为例
刘姝姗 团湖州市委

ZD201708
专业化视角下的少先队辅导员能力提升路径与方法研

究
金 祥 团湖州市委

ZD201709 红船精神在青少年中的有效传播路径研究 朱永领 团嘉兴市委

ZD201710
“志愿绍兴”建设背景下志愿服务常态化机制和创新模

式研究
赵浪平 团绍兴市委

ZD201711
聚合与共鸣：青年网络社群建构研究——以绍兴“青年

之声”为例
王 晶 团绍兴市委

ZD201712 东阳“横漂一族”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俞建辉 团金华市委

ZD201713 校内外一体化少先队工作模式的研究 庄子书 团金华市委

ZD201714 共青团直接联系青年的逻辑思考及优化策略 徐元玮 团衢州市委

ZD201715 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 莉 团衢州市委

ZD201716
ISO9001质量标准视角下基层团组织从严治团的路径研

究
黄江荣 团舟山市委

ZD201717 “一学一做” 背景下团员队伍建设研究 卢小春 团台州市委

ZD201718
丽水籍在外创业青年创富现状及参与家乡发展路径研

究
孔金峰 团丽水市委

ZD201719
基于“供给侧”的职业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证研

究
王芳芳

省物产集团公司团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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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201720
高校共青团改革背景下高职学生就业服务体系构建研

究
杨 哲 省机电集团团委

ZD201721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共青团发挥生力军作用的路径和

载体研究——以浙江大学为例
卢飞霞 浙江大学团委

ZD201722
95 后大学生思想动态和行为特征研究——以宁波市为

例
冯剑锋 宁波大学团委

ZD201723
大数据驱动下的青年行为特征分析及风险预警机制探

索
杜加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团委

ZD201724 基于“青年之声”平台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研究 梁世正 中国计量大学团委

ZD201725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校企政协同”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陈审声 浙江农林大学团委

ZD201726 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应 亮 温州医科大学团委

ZD201727
协同·归一：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创新深

化研究——基于嘉兴学院的试点实践
葛建伟 嘉兴学院团委

ZD201728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青年就业创业研究以及

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启示——以杭州梦想小镇为例
陈 澄

浙江外国语学院团

委

ZD201729 “一学一做”教育微型移动学习平台的设计与研究 刘明智 省直机关团工委

ZD201730
共青团改革背景下青年干部的培养逻辑——基于民主

革命时期青年干部教育历史的变迁
徐峻蔚 省团校

二、全省各级团组织一般研究课题（自筹经费项目）（47项）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所在单位

YB201701
群团改革中“团干+社工+志愿者”服务新模式构建的实

践研究
谷云峰 杭州市团校

YB201702
转型时期青少年公益事业发展研究——以“Do都城大篷

车”为例
庄速珍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

心

YB201703 “微时代”背景下高校共青团员常态化教育路径研究 王 鑫 杭州师范大学团委

YB201704 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创新模式研究 钱雪华 团宁波市委

YB201705 宁波青创农场培育建设现状调研 方 晴 团宁波市委

YB201706 青年人才回归研究 邱智强 团温州市委



6

YB201707 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教育研究 孙宁哲 团乐清市委

YB201708
基于校园视野下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体

系研究
陈娟娟 团苍南县委

YB201709 新媒体时代我国青年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丁 强 温州大学团委

YB201710 “专兼挂”团干部管理的德清模式 朱 超 团德清县委

YB201711 “互联网+”时代共青团工作转型研究 李寒星 团嘉兴市南湖区委

YB201712 互联网+农业背景下青年人才回归实践研究 童雪菲 团兰溪市委

YB201713
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特征、作用发挥及

应对之策研究——以义乌为例
吴 爽 团义乌市委

YB201714
群团改革背景下共青团助力本土青年人才回归的路径

与方法研究——以舟山为例
顾军正 团舟山市委

YB201715 台州青年众创空间发展模式研究 杨贤巍 团台州市委

YB201716
少先队学科建设在高校中的探索与实践——以台州为

例
何 晔 团台州市委

YB201717
全民志愿服务参与枢纽平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

温岭市打造“24小时公益自助超市”为例
丁 辉 团温岭市委

YB201718 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发展现状及建设路径研究 陈一娟 团丽水市莲都区委

YB201719 共青团促进海外青年创业创新服务体系研究 郭艳姬 团青田县委

YB201720
共青团工作视域下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模式

与路径研究——以丽水市为例
李茂平 丽水学院团委

YB201721
基于社群模式的国有企业青年创新体系建设研究与实

践
梁 樑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

司团委

YB201722
从“微文化”到“晒文化”——高职院校共青团工作的

创新探究
徐振前 省机电集团团委

YB201723 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现状及模式创新探析 于 翔 浙江大学团委

YB201724
同性恋青年群体性心理与性行为及安全性现状调查研

究

杜 娟

刘 婧

胡建波

浙江大学团委

YB201725 高校团干部在中学阶段培养策略研究 汤 颖 中国美术学院团委

YB201726
“四年一贯制”育人视角下的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

体系架构及实践内容研究
张 阳

浙江工业大学团委

YB201727
虚拟交往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与大学

生思想引领
林 洁

浙江工业大学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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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201728
铸魂育人：全媒体背景下高校学生信仰教育的供给机制

探究
桂尚书 宁波大学团委

YB201729 高校青年权益维护体系现状、影响及构建路径研究 邹昕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团委

YB201730 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价值的历史性研究 张 华 浙江工商大学团委

YB201731 在杭高校共青团组织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林韬琦 中国计量大学团委

YB201732 浙江省高校青春健康教育现状及其发展研究 金蓉家
浙江中医药大学团

委

YB201733
基本传统家风家训传承背景下的高校青年学生思政教

育研究
徐双迪 浙江海洋大学团委

YB201734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创业学院发展模式研究 刘蕾蕾 浙江农林大学团委

YB201735
生命教育视角下大学生临终关怀志愿服务长效机制探

索
吴媛媛 温州医科大学团委

YB201736
系统科学视阈下大学生分层分类思想引领的路径与方

法研究
胡 恺 浙江财经大学团委

YB201737 大学生骨干领导力培养的现状及路径研究 蔡晓雨 浙江科技学院团委

YB201738
引领和推进大学生“学而优则创”的探索与实践——基

于浙江省大学生创业群像的分析
周明宝

浙江外国语学院团

委

YB201739 提升大学生教育引领实效性的团学活动设计策略研究 马顺林 浙江树人大学团委

YB201740 网络媒体视阈下青少年意识形态导向性机制研究 蒋 楠 浙江音乐学院团委

YB201741 艺术类院校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心理学原因调查和分析 赵明明 浙江音乐学院团委

YB201742
新媒体影响下高职院校学生意识形态与思政教育策略

研究
朱 婧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YB201743
阶层固化现象下高职院校共青团提升学生职业关键能

力的思考
陈 婷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YB201744 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中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 朱旭迪 省直机关团工委

YB201745
中国化视域下高职青年学生思政工作创新的理路与实

践研究
张加涨 省直机关团工委

YB201746 另一种社会适应：外来务工青年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研究 王新云 省团校

YB201747
优秀少先队员成长道路研究--基于省少代会代表成长

轨迹的“回守”“正视”与“展望”
刘东海 省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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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团中央办公厅

共青团浙江省委办公室 2017年 10月 10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