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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浙江省委员会 
 

关于 2015 年度浙江省共青团优秀调研成果和 

浙江省共青团调研工作优秀组织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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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省委各直属

单位： 

2015 年以来，全省各级团组织紧紧围绕中央、省委党

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和团中央的工作要求，

认真按照团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工作部署，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推出了一大批优秀调研成果。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经

相关专家和团省委部门负责人评审，团省委决定对《浙江省

大学生理论学习型社团的现状及其发展研究》等 81 项 2015

年度全省共青团优秀调研成果进行通报。同时，对团杭州市

委等10家2015年度浙江省共青团调研工作优秀组织进行通

报。 

希望获通报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全省各级

团组织和广大团干部、青年工作者要围绕新形势下遇到的新

情况和新问题，继续发扬深入基层、深入青年、深入实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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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的好传统，努力推出更多、更好的调研成果，并积极

推进研究成果的转化和运用，为推进我省共青团事业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 

1、2015 年度浙江省共青团优秀调研成果名单 

2、2015年度浙江省共青团调研工作优秀组织名单 

 

 

                      

                              共青团浙江省委 

2015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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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 年度浙江省共青团优秀调研成果名单 

 
一等奖（13 篇）： 

1、浙江省大学生理论学习型社团的现状及其发展研究 

（浙江大学团委  卢飞霞  沈黎勇  任立娣） 

2、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专业化发展方向研究——基于

高校青年志愿活动现状和青年志愿者专业化的作用分析 

（浙江师范大学团委  王淑娉  周国成  朱哲成） 

3、浙江省大学生农业创业调研报告 

（浙江传媒学院团委） 

4、初探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社会帮教服务体系建立——

基于杭州市帮教工作实践 

（团杭州市委  周 扬  沈晓峰  凌治华） 

5、新常态下智慧共青团建设的实践与研究——以“浙

直团青”个性化信息平台建设为例 

（省直机关团工委  侯踊跃  金丝燕） 

6、基于共青团工作视角的大学生网络舆情管理与引导 

（嘉兴学院团委  毕洪东） 

7、微信对大学生学习和生活方式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浙江省 10 所高校的调研 

（浙江海洋学院团委  王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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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网络谣言”在青年中的传播机制与应对策略 

（浙江农林大学团委  董杜斌） 

9、杭州国际志愿者队伍建设及保障机制调研报告 

（浙江外国语学院团委  毛振华  黄官飞） 

10、打造众创空间、培育青年创客中的实践与探索——

以湖州市为例 

（团湖州市委） 

11、创客的回归——台州“海归创二代”传承与接力 

（团台州市委） 

12、新形势新舞台 青年创业送关怀——浙江舟山新区

探索青年创业公共服务有效路径的调研报告 

（团舟山市委） 

13、宁波市大学生群体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研究  

（团宁波市委  鲍娴萍  王 静  徐 炜） 

 

二等奖（30 篇）： 

1、“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趋势下做好我省创客群体

统战工作的思考 

（省直机关团工委  袁爱国） 

2、“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青年就业创业研究 

——以杭州市西湖区为例  

（团杭州市西湖区委） 

3、优化家庭教育环境  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团杭州市委  管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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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乡镇村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感的调查报告 

（浙江师范大学团委  童必勋） 

5、论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重要来源  

（浙江中医药大学团委  方年根） 

6、基于就业能力形成的高校社团建设研究 

（浙江科技学院团委  齐铭鑫  李 俊  薛 凡）  

7、生态环境视角下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策略 

（浙江财经大学团委   沈鑫泉） 

8、金华市青年创业情况调研报告——以乐乐小镇为例 

（团金华市委） 

9、浙江省共青团工作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和思考 

（温州医科大学团委）  

10、社会实践共同体对大学生社会实践育人工作的促进

作用 

（浙江大学团委  朱佐想  裴冬冬） 

11、青年员工认知企业文化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省物产集团公司团委  裘文意） 

12、大学生公寓文化建设效率评估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团委  朱皆笑  刘 琼  陈 芳）  

13、社会治理背景下浙江省大学生志愿服务激励机制研究 

（温州医科大学团委） 

14、以“三三”模式培养少先队辅导员后备力量的实践

研究 

（团湖州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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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衢州青年互联网络发展和舆情管理调查报告  

（衢州学院团委  徐慧敏）  

16、关于共青团组织引导职业青年家庭参与垃圾分类的

行为干预研究——以拱墅区为例 

（团杭州市委） 

17、临海市重点青少年群体的教育管理和服务体系构建

研究 

（团临海市委） 

18、基于少先队活动课程的校本教研模式开发 

（团嘉兴市委） 

19、自媒体时代高校青年学生网络素养培育的思考 

（浙江工业大学团委  高来健） 

20、浙江省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性研究 

（浙江农林大学团委  潘军可  陆珠希） 

21、大学生关爱“小候鸟”帮扶对策研究  

（浙江万里学院团委  田圣政） 

22、“三走”活动与大学生压力、人际关系心理健康关

系研究——以浙江省为例的调研报告  

（浙江传媒学院团委  梅 飞） 

23、共青团组织如何更有效的服务青年社会组织探究 

——以团东阳市委为例  

（团东阳市委） 

24、大学生参与农村志愿服务意愿调查及其影响因素研

究——基于浙江省高校 500 份学生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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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团委  王 康）  

25、“两创”背景下绍兴市推进青年创业工作初探 

（团绍兴市委  韩彬翔） 

26、协同创新视角下大学生科技竞赛内部联动工作机制

的研究——以浙江工商大学为例 

（浙江工商大学团委  何 波  王歆玫  屠锋锋） 

27、电力体制改革背景下青年员工思想状况调查报告 

（省电力公司团委  刘 福） 

28、新时期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的探索研究 

（团温州市委  林小露）  

29、文化自觉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

路径构建——基于浙江省 6所高校的实证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团委   仰 滢  李 阳） 

30、加强基层服务型团组织建设，夯实党执政的青年群

众基础 

（团丽水市委） 

 

三等奖（38 篇）： 

1、共青团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探索

实践 

（团温州市委  沈 醒） 

2、四位一体高绩效青年学生骨干创新培养研究 

（省物产集团公司团委  王芳芳） 

3、感恩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养成的路径分析——以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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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经大学为例 

（浙江财经大学团委  吴翼泽  徐艳妍）   

4、社区志愿服务现状及问题探究——以杭州市为例 

（浙江工商大学团委  张 华  陈丹青  郑晓春） 

5、利用网络社交圈培育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

径研究 

（团宁波市北仑区委  江增辉） 

6、以“创客”人才培养为抓手推进青年创业创新工作

研究 

（团宁波市委  钱雪华  王 欢  陈叶韵） 

7、医学生参与生命救助志愿服务的调查与思考 

（温州医科大学团委  林文诗） 

8、全媒体语境下“正能量”在大学生中的传播策略研

究——基于浙江省 25 所高校实证调查 

（中国计量学院团委  姚昱帆） 

9、新媒体背景下青年创业意识调查研究分析 

（团杭州市委 于倩芳） 

10、仙居国家公园志愿者 VIP（volunteer in park）

项目建设探讨 

（团仙居县委  叶 哲  李淑一） 

11、互联网+时代杭州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探析 

（团杭州市委  陆桂英  董 权  钱晓烨） 

12、共圆“创业梦”：共青团在青年网商创业崛起中的

作用研究——基于义乌的个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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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义乌市委） 

13、大学生志愿者行动与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关系  

（浙江树人大学团委  张 纯） 

14、“互联网+”时代普通高中“智慧团学”发展模式

的探索与思考 

（团绍兴市委  刘明玉  董璋辉  陈忆宁） 

15、新形势下团干部队伍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以

国网绍兴供电公司为例 

（省电力公司团委  茅东华  俞 建  余 洋  赵印明） 

16、大学生社团组织维护高校稳定的功能及途径探索--

以浙江中医药大学为例 

（浙江中医药大学团委  李赞成  张文恺  董凯峰）  

17、“8090 后”青工培育的探索 

（省能源集团团委） 

18、国有企业青年员工职业生涯导航服务体系应用实践

与思考 

（省电力公司团委  金建峰） 

19、高校基层团组织量化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测分析——

以浙江大学为例 

（浙江大学团委  卓亨逵  王万成  王恩禹） 

20、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感知差异的比较研究——以杭州

市下沙高教园区 7所本科院校为例  

（浙江工商大学团委  徐宝见） 

21、偏远海岛青年员工思想状况及其发展促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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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电力公司团委） 

2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调研与思考

——以平湖市为例 

（团平湖市委） 

23、基于社团经历提升大学生就业力的实证分析——以

宁波部分高校为例 

（浙江万里学院团委  谢莹莹） 

24、互联网时代背景下90后学生干部的培养与发展调查 

（宁波大学团委  胡 迪） 

25、全媒体语境下青少年思想引领工作研究  

（团宁波市鄞州区委  陈 启  陈小意  王中奇） 

26、关于吴兴区农村青年开拓电子商务市场的调研报告

（团吴兴区委）  

27、论高校创业教育实效性的调查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团委  陆秋萍  陈德虎）  

28、党建带团建在团支部建设中核心作用发挥的长效机

制探索 

（宁波大学团委  刘 鹏） 

29、新形势下山区基层团组织建设的研究与分析——以

淳安县为例 

（团淳安县委  牟 剑  姚武旦） 

30、温州市大学生创业现状及优惠政策研究  

（团温州市委 徐顺和） 

31、手机文化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分析——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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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学院为例 

（团丽水市委  候芸子） 

32、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运行现状调研 

（团兰溪市委）   

33、引小微金融“活水”助青年创业“解渴” 

（团温岭市委 韩小卫） 

34、社会组织孵化的“温州模式”探索——基于鹿城区

社会组织孵化中心的考察  

（团温州市鹿城区委） 

35、绍兴市共青团参与“五水共治”路径探索与实践 

（团绍兴市委） 

36、青年文明号管理机制创新研究——以嘉兴市公安系

统青年文明号创建工作为例 

（团嘉兴市委  沈月香） 

37、共青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宁波

市委服务“港口经济圈”建设为例 

（团宁波市委  方 晴  屠高峰  何 翔） 

38、积极打造“四维空间” 助力青年创业创新——推

进衢州青年创业创新的思考与建议 

（团衢州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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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5 年度浙江省共青团调研工作优秀组织名单 

（10 名） 

 

团杭州市委 

团宁波市委 

团湖州市委 

团台州市委 

浙江电力集团团委 

浙江大学团委 

浙江师范大学团委 

浙江农林大学团委 

浙江传媒学院团委 

省直机关团工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