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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浙联〔2016〕45 号 

★ 
 

关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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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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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浙江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课题立项

74 项，其中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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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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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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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底将开展立项课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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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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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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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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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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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浙江省青少年工作立项课题 QQ群：53507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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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菁 

联系电话：0571-8606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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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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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9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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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项）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所在单位 

ZD201601 
互联网+背景下的“青年之声”舆情收集机制与路径

研究 
周  扬 团杭州市委 

ZD201602 
共青团服务产品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杭州西子青年发展服务中心为例 
汤  筠 团杭州市委 

ZD201603 国外青年组织对共青团改革创新的借鉴研究 鲍娴萍 团宁波市委 

ZD201604 
宁波青年企业家发展报告——以宁波青年企业家协

会会员主体研究 
钱雪华 团宁波市委 

ZD201605 
群团改革背景下共青团工作项目化、社会化运作模

式探索——以鄞州团区委为例 
陈  启 团宁波市鄞州区委

ZD201606 
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与服务农村发展的协同机

制研究——以温州市“新青年下乡”为例 
林小露 团温州市委 

ZD201607 温州大学生宗教信仰情况调查 沈  醒 团温州市委 

ZD201608 
全面深化基层团组织格局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以

湖州市为例 
王剑峰 团湖州市委 

ZD201609 长兴县青少年吸毒行为现状、成因及防治对策分析 刘文献 团长兴县委 

ZD201610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促进大学生创业就

业的创新模式研究——以嘉兴市为例 
朱永领 团嘉兴市委 

ZD201611 
互联网背景下青年创业帮扶体系建设——以绍兴市

为例 
韩彬翔 团绍兴市委 

ZD201612 
共青团服务产品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金华市为例 
俞建辉 团金华市委 

ZD201613 
浙台青年学生交流融合的长效机制建立——以浙江

省高职院校为例 
杨剑静 团金华市委 

ZD201614 协同治理视角下欠发达地区志愿服务研究 徐元玮 团衢州市委 

ZD201615 
共青团在服务青年创新创业领域供给侧改革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杨  松 团舟山市委 

ZD201616 
“专兼挂”与“遴选制”相结合的团干部选拔管理

模式研究——以舟山为例 
裘洁洁 团舟山市委 

ZD201617 台州共青团服务产品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卢小春 团台州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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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201618 
“互联网+精准扶贫”视野下的创业青年——以丽水

青年农村电商群体为例 
郭云强 团丽水市委 

ZD201619 
基于 OPM3 的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与

学生成长路径关系的探析 
杨  波 浙江大学团委 

ZD201620 
基于关键行为指标理论的志愿者绩效管理研究——以

G20峰会志愿服务为例 
郑晓春 浙江工商大学团委

ZD201621 
青年网民信息互动的有效路径研究——基于浙江

“青年之声”社交平台的调研 
姚昱帆 中国计量大学团委 

ZD201622 流行文化对青年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詹  斌 浙江农林大学团委

ZD201623 用互联网+思维促进志愿服务供给侧改革 黄济东 温州医科大学团委 

ZD201624 
红色教育在高校学生骨干培养中的载体与途径研究

——以嘉兴学院为例 
嫄张婧 嘉兴学院团委 

ZD201625 国有企业青年立体化成长平台的探索与实践 张胜鹏
国网浙江省电力 

公司团委 

ZD201626 
“微时代”视阈下高职院校共青团组织的价值观引

领力建设研究 
邬  佳 省直机关团工委 

ZD201627 留守儿童生活方式调查报告——以浙江省为例 陈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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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B201601 
依托社区青少年俱乐部深入开展社区少先队建设的

实践研究 
马利阳 团杭州市委 

YB201602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

体系创新研究 
沈  威 团杭州市委 

YB201603 高中走班制改革背景下的团建工作 陆桂英 团杭州市委 

YB201604 
城镇化进程中来杭务工人员随迁未成年子女社会融

合问题研究——以杭州上城区为例 
洪梦君 团杭州市上城区委

YB201605 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创新联动机制研究 余梅芳 团杭州市江干区委

YB201606 
社会支持视角下农村富裕型留守儿童行为偏差问题

研究—以浙江建德为例 
何洪宇 团建德市委 

YB201607 城市居民志愿服务动机与行为的调查研究 方  晴 团宁波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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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201608 
新常态下共青团组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与研究

——以北仑区为例 
史  旭 团宁波市北仑区委

YB201609 宁海籍在外大学生常态化联系和服务机制研究 黄丽敏 团宁海县委 

YB201610 基层共青团工作三方考评体系的实践研究 范申松 团奉化市委 

YB201611 
现代农业创客人才培养研究——以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为例 
应巨林 团温州市委 

YB201612 
“青年之声”网络互动社交平台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 
张萍萍 团温州市龙湾区委

YB201613 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发展现状及建设路径研究 华建伟 团安吉县委 

YB201614 
基层团组织联系青年的机制研究——以嘉兴市青年

志愿服务为例 
俞奕凌 团嘉兴市委 

YB201615 
“独老孤幼”家庭青少年成长关爱机制研究——以

平湖市为例 
程传保 团平湖市委 

YB201616 新媒体时代共青团联系服务青年途径研究 朱  涯 团桐乡市委 

YB201617 
网络时代青少年“正能量”传播研究——以绍兴市

为例 
赵浪平 团绍兴市委 

YB201618 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教育研究——以上虞区为例 李梦嘉 团绍兴市上虞区委

YB201619 中学共青团工作与德育工作融合发展路径的研究 陈  骥 团金华市委 

YB201620 
关于加强少先队宫校、校际工作联动建设的实践与

探索 
蓝  峻 团衢州市委 

YB201621 
互联网背景下的青少年宗教信仰研究——以浙江省

舟山市高校大学生为例 
张青青 团舟山市委 

YB201622 
基于家训文化传承的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路径创新研究 
刘笑菊 团舟山市委 

YB201623 台州共青团助力扶贫攻坚路径研究 何  晔 团台州市委 

YB201624 
“互联网+”思维下的共青团工作创新——基于高校

“青年之声”网络互动平台的建设与实践研究 
郭  一 团台州市委 

YB201625 
“微创业”视角下的高职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创业工

作实践研究 
叶玲丽 团台州市委 

YB201626 
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提升路径与创新机制研究——

以浙江大学为例 
史龙鳞 浙江大学团委 

YB201627 
基于群体动力学理论的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提升路

径探析 
郭鹏越 浙江大学团委 

YB201628 
新媒体文化对90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研究——以微信为例 
周巍蔚 浙江工业大学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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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201629 
高校青年学生组织的治理研究——从“管治”到“善

治” 
朱皆笑 浙江工业大学团委

YB201630 
“两学一做”嵌入高校“青马工程”中的作用机制

及路径研究 
方水明 浙江理工大学团委 

YB201631 
2014—2016年度国产青春电影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

响极其引导机制 
侯  霞 浙江理工大学团委 

YB201632 
创业实践发展新模式——基于对浙江众创空间发展

的实践研究 
陈德虎 浙江理工大学团委 

YB201633 
大学生网络舆情研判机制探讨——以 23 所本科在

杭院校为例 
顾赵丽 浙江工商大学团委 

YB201634 
新时期下校园文化建设对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研

究 
鄂  非 中国计量大学团委 

YB201635 
新媒体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挑战与对策研究——基

于共青团视野的思考 
黄  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团委 

YB201636 青年网络负面情绪分析及疏导策略研究 潘军可 浙江农林大学团委 

YB201637 
志愿服务对大学生职业能力发展影响的理论与实证

研究 
陈瑞洋 温州医科大学团委 

YB201638 
自媒体时代下青少年网络行为失范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统计学因子分析方法 
李钊军 浙江财经大学团委 

YB201639 
“第二课堂成绩单”背景下社团建设的机制和路径

研究 
薜  凡 浙江科技学院团委 

YB201640 青年网络道德行为及养成研究 赵君波 浙江传媒学院团委

YB201641 
大数据时代高校青年工作“样本分析机制”的引入

及其使用研究 
林  玲 浙江传媒学院团委

YB201642 新常态下高校共青团深化改革的创新研究 毕洪东 嘉兴学院团委 

YB201643 自媒体环境下高校的舆情管理与青年成长引导 周明宝
浙江外国语学院 

团委 

YB201644 传统孝文化的传承与大学生教育研究 冯  伟 浙江树人大学团委

YB201645 
职业院校创业预孵化系统的演化与绩效研究——以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徐  飞 省机电集团团委 

YB201646 青少年宫人员编制标准设定的研究 陈  敬 省团校 

YB201647 浙江省夏令营的现状及需求调查 胡美如 省团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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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9 月 13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