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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浙联〔2015〕43 号 

★ 
 

关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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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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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浙江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课题立项

71 项，其中 29 项为重点研究课题经费资助项目，42 项为一

般研究课题自筹经费项目。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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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 月 30 日。课题立项后，将以课题立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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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的形式送达各课题主持人。团省委、省青年研究会将适

时举办课题负责人培训班，2015 年年底将开展立项课题研

究中期检查。2016 年 5 月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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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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浙江省青少年工作立项课题 QQ群：337610652 

省青年研究会联系人：张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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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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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8 月 3 日 



 

 4

附件： 

一、全省各级团组织重点研究课题（经费资助项目）（29 项）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所在单位 

ZD201501 支持青年人才价值提升的实践化服务模式研究 周  扬 团杭州市委 

ZD201502 青年浙商回归工程的探索——以宁波实践为例 鲍娴萍 团宁波市委 

ZD201503 大数据时代智慧团建研究 钱雪华 团宁波市委 

ZD201504 青少年事务社工组织的培育和作用发挥研究 沈  醒 团温州市委 

ZD201505 
社会治理视野下青年社会组织参与青少年事务的研

究与探索 
石一婷 团湖州市委 

ZD201506 
枢纽型组织视角下共青团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路径

研究——以嘉兴市为例 
朱永领 团嘉兴市委 

ZD201507 
新媒体背景下共青团宣传引导路径研究——基于

“绍兴青年”官方微信工作实践 
韩彬翔 团绍兴市委 

ZD201508 
青年社会自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途径研

究——以金华市为例 
俞建辉 团金华市委 

ZD201509 
回归与创业——衢州市团组织培育农村青年电商的

实践与探索 
朱素芳 团衢州市委 

ZD201510 
“双网互动”视角下推进舟山新区青少年综合服务

平台常态化建设与运转的探索 
孙丹燕 团舟山市委 

ZD201511 新媒体背景下共青团话语传播方式研究 马  骏 团台州市委 

ZD201512 
共青团参与浙商回归的途径与载体研究——以丽水

市为例 
王正飞 团丽水市委 

ZD201513 
以“国学经典文化”为载体培养少先队员优秀品质

的实践研究 
管建刚 团临安市委 

ZD201514 
90后创客现状调查及其培养策略研究——以鄞州区

为例 
陈小意 团鄞州区委 

ZD201515 
二代传统企业在“互联网+”形势下转型升级路径研

究 
赵旦丹 团诸暨市委 

ZD201516 

政府、市场与高校共建：义乌青年网商创业生态圈

优化研究——基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义

乌青年网商创业生态圈优化研究 

龚涛涛 团义乌市委 

ZD201517 
山区留守青少年志愿帮扶常态化机制研究——以浙

江省开化县为例 
陈婉丽 团开化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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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201518 青田县留守儿童生存现状与对策研究 周  锋 团青田县委 

ZD201519 网络育人视阀下的高校团支部凝聚力建设研究 施  杭 
湖州师范学院 

团委 

ZD201520 
全人教育视野下的的德育构成与学生全面素质提升

研究——以浙江大学为例 
朱佐想 浙江大学团委 

ZD201521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大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建设

研究 
刘  琼 

浙江工业大学 

团委 

ZD201522 大学生志愿服务专业化创新模式研究 王淑娉 
浙江师范大字 

团委 

ZD201523 传统家训文化的创新发展转化与青少年教育研究 金小苗 
浙江工商大学 

团委 

ZD201524 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分析和系统构建 潘乐芸 
中国计量学院 

团委 

ZD201525 
大学生网络文明教育现状及文明意识养成的路径研

究 
林文诗 

温州医科大学 

团委 

ZD201526 
构建“三级四维”移动互联网矩阵打造团工作新平

台实践研究 
吴俊健 省电力公司团委 

ZD201527 “智慧团建”互联网化建设研究 侯踊跃 省直机关团工委 

ZD201528 
优秀少先队员成长道路研究——以浙江省级美德少

年群体为例 
刘东海 省团校 

ZD201529 当代宗教的网络传播与青少年的数字化生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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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项）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所在单位 

YB201501 农村青年电商创业现状及发展研究 马利阳 团杭州市委 

YB201502 
青年政治意识和输出表达机制研究——以宁波市青

年群体为样本 
方  晴 团宁波市委 

YB201503 
温州“志愿云”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的探索和

实践 
黄少燕 团温州市委 

YB201504 
打造众创空间、培育青年“创客”的实践与探索--

以湖州市为例 
王剑峰 团湖州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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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201505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青年公务员职业倦怠及其影响因

素的实证调查 
梅远婷 团湖州市委 

YB201506 
基于互联网背景下深化青年志愿服务激励反馈机制

研究——以嘉兴市为例 
仲建锋 团嘉兴市委 

YB201507 提升少先队辅导员实施少先队活动课程的能力研究  王  晶 团绍兴市委 

YB201508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手机在海岛基层服务型团组织建设

中的作用研究 
刘雨业 团舟山市委 

YB201509 
共青团组织协助管理和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实证研

究 
卢小春 团台州市委 

YB201510 推进山区农村少先队活动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 张  妍 团丽水市委 

YB201511 瑞安市“社工+义工”联动发展路径研究 张陈敏 团瑞安市委 

YB201512 新常态下少先队活动实验联盟学校的探索和研究 单飞杰 团永嘉县委 

YB201513 
在“红船精神”引领下的校地联动志愿服务机制新

探索 
吴满成 团南湖区委 

YB201514 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运行模式研究—以兰溪市为例 许文芳 团兰溪市委 

YB201515 新生代企业家培养机制研究——以永康市为例 李  卓 团永康市委 

YB201516 传统家训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转化与青少年教育研究 贺孝磊 团定海区委 

YB201517 
共青团协助政府管理青年公共事务之研究——以椒

江区为例 
陶  杰 团椒江区委 

YB201518 
高校学生组织网络新媒体平台的管理和引导——基

于浙江省15所本科高校的调查分析 
应中元 

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团委 

YB201519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环境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思考 
陈  池 丽水学院团委 

YB201520 流行文化与高校青年价值观的共生导向机制研究 郑玲玲 浙江大学团委 

YB201521 非政府组织参与逻辑下的创业教育治理实证研究 许  帅 
浙江工业大学 

团委 

YB2015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大学生先进典型培育探

究——以宁波大学为例 
郑  乐 宁波大学团委 

YB201523 
基于校园经济的高校大学生创业实践模式的构建研

究 
陆秋萍 

浙江理工大学 

团委 

YB201524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研究——基于高校思想政治课课外拓展教育实

效的调研 

何  波 
浙江工商大学 

团委 

YB201525 
全媒体语境下“正能量”在大学生中的传播策略研

究——以浙江省高校为例 
姚昱帆 

中国计量学院 

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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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201526 
公共组织效能理论下高校基层服务型团组织建设创

新实践研究 
汤亚玲 

浙江中医药大学

团委 

YB201527 青年大学生网络交往行为引导机制研究 孙文菁 
浙江中医药大学

团委 

YB201528 
高校共青团服务浙江海洋强省的路径分析与对策研

究 
王旭明 

浙江海洋学院 

团委 

YB201529 
微时代下“三微一体”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体系的构

建与案例实践 
姜旭英 

温州医科大学 

团委 

YB201530 
创新与发展——团组织引导下的青年社会组织平台

建设 
叶城均 

浙江财经大学 

团委 

YB201531 大学生跨境电商创业孵化体系建设研究 齐铭鑫 
浙江科技学院 

团委 

YB201532 高校青年教师的“夹心层”困惑及其发展促进研究 周明宝 
浙江外国语学院

团委 

YB201533 高校共青团工作活力激发的路径探索与实践 田圣政 
浙江万里学院 

团委 

YB201534 
高等职业院校创业教育中“体验式”职业价值观培

养研究 
王芳芳 省物产集团团委 

YB201535 国有企业基层团干部队伍发展现状和健康成长研究 成  林 
国网浙江义乌市

供电公司团委 

YB201536 
微时代背景下青年学生德育工作个性化设计的创新

研究 
张  伟 省机电集团团委 

YB201537 高校共青团综合评价模型的研究 林  洁 
浙江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团委 

YB201538 团组织四位一体高绩效培养模式研究 张野南 省物产集团团委 

YB201539 
高职高专院校青春健康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以

杭州地区为例 
邓腊梅 省直机关团工委 

YB201540 高职院校学生舆情监测工作机制的探索与研究 朱  婧 
浙江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团委 

YB201541 
基于法治互联网视域下的青年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研

究 
丁小文 省团校 

YB201542 1949年前浙江党团关系研究 周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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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8 月 4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