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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青 团 浙 江 省 委

浙 江 省 青 年 研 究 会
文件

团浙联〔2018〕48 号

★

关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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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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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浙江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课题立项

72项。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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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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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办课题负责人培训班。

2019年 3月至 4月将开展立项课题中期检查。2019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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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审核鉴定，无特殊情况不得延期。团

省委、省青年研究会将根据专家审核鉴定结果，对评定为“优

秀”等级的课题成果予以适当的课题经费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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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以上的课题，直接不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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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青年研究会联系人：朱文欣、周一红

联系电话：0571-88844399

电子邮箱：zjs_ysr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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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杭州市文二路 188号省青年研究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310012

团省委办公室联系人：金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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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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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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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度浙江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立项课题名单

（72 项）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所在单位

ZQ201801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杭州为例
马利阳 共青团杭州市委

ZQ201802 青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价值分析 陈碧红 共青团杭州市委

ZQ201803 互联网背景下新经济组织的青春党建 方姬宇 共青团桐庐市委

ZQ201804 “流动少年宫——科技大玩场”的实践研究 窦晓君
杭州青少年活动

中心

ZQ201805
新时代 “浙江精神”新媒体传播路径研究

——以高校共青团思想引领为视角
张 纯 杭州医学院

ZQ201806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村青年发展问题

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钱雪华 共青团宁波市委

ZQ201807
“佛系”现象在青年干部中是否存在——以

鄞州区 35 周岁以下干部为例
张 军 共青团鄞州区委

ZQ201808 农业青年人才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夏 赟 共青团慈溪市委

ZQ201809 “四联四促”基层组织力提升行动研究 董步显 共青团温州市委

ZQ201810
“双百双提升”基层团建工作的实践研究

——以瞿溪华侨中学为例
李 渊 共青团瓯海区委

ZQ201811
枫桥经验在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实践与发展

——以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为视角
金一帆

瑞安市人民

检察院

ZQ201812
乐清地区培养少先队员对共产党朴素感情的

教育研究
孙宁哲 共青团乐清市委

ZQ201813
全面深化群团改革背景下推进基层团组织格

局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以湖州市为例
杨国志 共青团湖州市委

ZQ201814
构建新时代“大权益”工作格局

——南浔区青少年权益保障机制和载体研究
姚文斌 共青团南浔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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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201815
在“移风易俗”中推广共青团引领青年婚事

新办简办模式的探索
潘宇欢 共青团长兴县委

ZQ201816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村青年创业支持

研究
华建伟 共青团安吉县委

ZQ201817 湖州市社区少先队工作研究 李慧卿
湖州师范学院

团委

ZQ201818 共青团凝聚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研究 田 凯 共青团嘉兴市委

ZQ201819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农人”发展调查——
以嘉兴市南湖区为例

周 炎 共青团南湖区委

ZQ201820
“红船精神”引领下提升青年网络话语权研

究
程传保 共青团平湖市委

ZQ201821
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路径与对策研

究——以探索“青春社区”创建工作为例
王李涛 共青团海盐县委

ZQ201822
基于“志愿绍兴”背景下的青年信用体系建

设探索
赵浪平 共青团绍兴市委

ZQ201823
团的领导及中层挂兼职干部的吸收、管理模

式与作用发挥研究
王 剑 共青团越城区委

ZQ201824
预防青少年遭受性侵害工作机制研究——以

上虞区为例
李梦嘉 共青团上虞区委

ZQ201825
台州市青创农场建设实践与可持续发展

机制研究
李益枫 共青团台州市委

ZQ201826 青年公务员的培养体系研究 杨贤巍 共青团台州市委

ZQ201827 “双百双提升”基层团建工作的实践研究 杨 虎 共青团台州市委

ZQ201828 凝聚“乡小贤”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实践研究 金彬婕 共青团玉环县委

ZQ201829 中职学生“积分入团”实证研究 黄振沛 椒江区职业中专

ZQ201830 当代青年群体的网络参与行为及其影响研究 俞建辉 共青团金华市委

ZQ201831

乡村振兴中党建引领下“新青年乡创”的实

践探析—以打造中的“中国众创乡村”义乌

为例

朱阳瑾 共青团义乌市委

ZQ201832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村青年培养模式

研究——以武义“红领新青年”培育工程为

例

方燕燕 共青团武义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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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201833 大学生个体创业潜质探究 金祖旭
义乌工商职业

技院

ZQ201834
“互联网”时代共青团联系服务引领青少年

网民的模式探究——以舟山市为例
黄江荣 共青团舟山市委

ZQ201835
以青年评议工作为抓手促共青团改革的路径

研究——以舟山市为例
余 凯 共青团舟山市委

ZQ201836
自媒体时代青年宣讲平台模式探究——以定

海青年习新学院为例
方 翰 共青团定海区委

ZQ201837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村青年发展问题

研究
孔金峰 共青团丽水市委

ZQ201838
乡村少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载体建设研究：

基于丽水市乡村红领巾学院的思考
潘宇峰 共青团丽水市委

ZQ201839
青少年宗教信仰调查及对策研究——以青田

县在校中学生为例
郭艳姬 共青团青田县委

ZQ201840
时代背景下“00 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

式研究——媒介融合的视角
孙小晨 丽水学院团委

ZQ201841
高校基层团组织的创新：基于全国基层团建

创新典型案例的分析
雷 园 丽水学院团委

ZQ201842 “青春衢州”抖音工作室助推城市品牌研究 徐元玮 共青团衢州市委

ZQ201843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作用发挥的思考 金敏捷 共青团柯城区委

ZQ201844
县域大学毕业生回归就业创业调查——以浙

江省江山市为例
占苗淼 共青团江山市委

ZQ201845

共青团在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机制中的角

色、地位与作用——以开化共青团“三防两

控一补”模式为例

余慧娟 共青团开化县委

ZQ201846
高校院级“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自我

革新长效机制研究
郑玲玲 浙江大学

ZQ201847
新形势下青年大学生宗教信仰特点及对策研

究
于 翔 浙江大学

ZQ201848
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全面实

施路径研究
朱哲成 浙江师范大学

ZQ201849
社会实践视域下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研究

——基于 2011-2018 的调查
俞波恩 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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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201850
有爱才有生命力——高校学生组织生命力建

设探究
魏梦璐 浙江师范大学

ZQ201851

网络青年“意见领袖”的管理与作用发挥研

究——基于浙江省高校共青团网络工作队伍

建设视角

赵凯鹏 浙江理工大学

ZQ201852

后现代生涯理论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研究——兼论新时期高校团课教

育改革与实效提升

何 波 浙江工商大学

ZQ201853 大学生非法校园贷的困境与防控机制研究 俞 佳 浙江工商大学

ZQ201854
双向综合评价集对分析模型在高校共青团工

作中的设计与应用
方 骞 浙江中医药大学

ZQ201855
高校辅导员“学工精神”基本内容研究

——基于浙江省高校辅导员的调查
国 佳 浙江中医药大学

ZQ201856
机遇与挑战：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路

径探析
傅林静 浙江海洋大学

ZQ201857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体系研究 韩 志 浙江海洋大学

ZQ201858 乡村振兴战略中青年的职业价值问题研究 张 依 浙江农林大学

ZQ201859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基层团支部工作的实践、

评价与创新研究
胡 恺 浙江财经大学

ZQ201860
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的书院制社团育人

实践探索
龚雪萍 浙江科技学院

ZQ201861
自媒体时代青年学生网络表达及舆情应对机

制研究
吴德政 浙江传媒学院

ZQ201862
改革强团理论下大学生维权服务现状及提升

路径研究
刘 杏 浙江传媒学院

ZQ201863
浙江省高校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现状及对策

分析
朱 宁 宁波理工大学

ZQ20186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校共青团助力创业型

“新农人”的培养路径研究
张海峰 宁波大红鹰学院

ZQ201865 当代青年学生“奋斗幸福观”培育路径探索 杨燚娜 宁波大红鹰学院

ZQ201866
基于微博的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现状及引导

策略研究
徐百成 温州大学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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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201867
基于 SEM 模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体

系建构——以浙江省为例
任明明 中国计量大学

ZQ201868
基于英雄中队建设的少先队集体榜样教育策
略研究

裘 芳 浙江省团校

ZQ201869

面向企业青年员工的“工匠精神”职业观及
其培育路径研究——以国网杭州供电公司为
例

蒋之华
国网杭州供电

公司

ZQ201870
构建基于“青工技能工作室”的青工助推机
制

余 洋
国网绍兴供电

公司

ZQ201871
以虚拟团队“三三三”模式立体式 服务青
年成长

陈悦君
国网丽水供电

公司

ZQ201872
基于“红船精神”视域下高校青年学生培育
职业能力新载体探索

张 伟
浙江省机电集团

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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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1月 20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