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浙 江 省 高 职 院 校 党 建 研 究 会 

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高职分会 

 

浙高职党研〔2016〕13号 

 

关于公布 2016年年会论文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会员学校： 

为探索新时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理论、新方

法和新途径，推动各高职院校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

会员学校围绕《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2016度课题研究方向》

（浙高职党研〔2016〕2 号），结合我省党建和思政工作实

际，认真做好组织推荐工作。年会共收到参评论文 135篇，

经研究会学术委员会认真评审，评出优秀论文 68 送论文总

数的 50%。其中一等奖 5篇，二等奖 25 篇，三等奖 38 篇（获

奖优秀论文详见附件）。建议各校能对本校的优秀论文获奖

者参照一等奖 800 元、二等奖 500 元、三等奖 300 元的标准

予以奖励。 

希各会员学校在新的一年里继续组织好党建、思政论文

的撰写工作，争取多出精品，出好成果，进一步推动我省高

职党建和思政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附件：2016年年会获奖论文 

 

2016 年 11 月 30日  

http://218.108.81.184/djxb/doc/20101210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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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年会获奖论文 

一等奖（5）： 
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1 
毛泽东加强党的建设和管理思想及其现实意
义探析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曲士英 

2 高校“互联网+党建”五位一体模式创新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卢立明 

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有效性的实现机制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国宏 

4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行转化教学模式
探索的实证研究——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为
例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齐小萍 
张国艳 
周碧蓉 

5 关于高职院校培育工匠精神的几点思考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靖高 

 

二等奖（25）： 
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1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职院校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邹宏秋 

2 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新区十三五全面科学发展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罗浩波 

3 
“网络走寝、师生连心”在高校党建中的研究
与实践——以舟山旅游与健康学院为例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
健康职业学院 

陈爱国 

4 高职院校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现状与对策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崇生 

5 
互联网+党建：新时期高职党建工作的创新探
索与实践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贾敏 
郑伟光 

6 列宁关于必须建立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考论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王德华 

7 
创建“党建+”新模式 打造“四型”党组织——温州科

技职业学院经贸管理系“党建+”模式探索与实践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李海琼 

8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顶岗实习期考核评价体系
的构建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刘利峰 

龚友国 

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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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9 社会化媒体视阈下的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思考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丁文刚 
柳思羽 
周敏 

10 
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坚持和发展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徐治彬 

11 
城市精神的思政功能研究——基于成蹊社区
的调查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方雯 

12 
以问题意识为基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式
教学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启示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慈慈 

13 习近平德育思想特征初探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何文亮 

14 
基于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的高职“思修课”教学
设计——以市场营销专业为例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付文军 
杨云 

15 
新媒体下 90 后高职生信息接收习惯及其价值
观塑造探析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石华玲 

16 
高职思政理论课之供给侧改革—以《概论》课
为例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李芬芬 

17 
互联网时代当代大学生政治表达的引导对策
研究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喻艳 

1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的
分离研究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葛国宏 
虞红 

19 
论“两线五面”思想教育体系在高校特殊学生
群体管理上的应用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董乃涵 

20 
中国梦背景下现代公民意识及其培育问题研
究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周晓晓 

21 
高职院校学生公寓文化建设效率评估之我见
——以浙江商职院艺术设计学院为例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亚彬 

22 
以人文课程为支撑的高职校园文化显性课程
体系构建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张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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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23 
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迷茫与机遇——基于在杭
部分高校及农村淘宝第一村的调查分析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蓓 

24 
“协同创新理念下”高职院校职业生涯规划与
就业指导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林坚 

25 构建主题立体阅读模式，提升学生阅读素养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金银琴 

 

三等奖（38 篇）： 
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1 加强高职院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若干思考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陈利荣 
武群堂 

2 
高校党建工作领域“病灶”的根源审思及祛除
路径探颐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林靖 

吴海燕 

3 
马克思人本理性哲学：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新
思维新方法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李良庆 

4 高职院校 2+1顶岗实习学生党员培养机制研究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方志英 

5 实施多措并举，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商世能 

6 基于“党建+”模式的第一书记精准扶贫思考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陈小影 
刘益曦 
王媚媚 

7 
“互联网+”时代，利用社交网络推进党建工
作的思考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李炎炎 

8 
嘉兴市教育系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
任”的实践研究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曹志清 

9 高职院校“网络党支部”的管理与发展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建强 
郝好永 
陈彬 

10 
体验式实践教育在高职学生党建培养过程中
的应用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金春贤 
黄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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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11 
高职院校学生流动党员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
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莫迟 

12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下再谈党性和人民性的高
度统一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孙祥和 

13 
试述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的发展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永江 

14 高校思政辅导员基础能力及保障机制探析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於国元 

15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品牌建设研究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周科玮 

16 
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微信平台话语权的审视与
构建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陆中恺 

17 
绿色发展理念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的任务及
实现路径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单文峰 
吴红胤 

18 社会建设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嘉 

19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公寓的途径探索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赵海军 

20 
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大学生道德两难情境的诚
信自律机制探析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光明 

21 
以校园微信公众平台为载体的学生思想引领
研究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小兰 

22 
“浙江精神”教育：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新途径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裘广宇 
周思勇 
徐俊杰 

23 
基于网络文化背景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
策略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朱佩佩 

24 
学分制背景下高职艺术院校思政建设及应用
的实践研究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王筱芽 

25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校学生档案管理与辅导
员职能联动机制探索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杨扬 

何立萍 

26 
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创
新研究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项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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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27 
基于组织理论的高职院校师德建设实现途径
选择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黄加銮 

28 基于职业选择力的高职目标教育探索和实践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吴刚群 

29 “家”文化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杨云 

30 
“双网联动”模式在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教育
中的实践探析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徐天 

31 “专业化”志愿服务组织在高职院校中的实践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何康 

32 
在文化场中构建文化品牌——关于高职院校
文化品牌建设的思考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金明磊 

33 
高职院校文明寝室创建中学生党员榜样示范
创新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陈凌婧 

3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大学生幸福教育
的路径研究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郑芳 

35 
基于 STS 价值论的自媒体时代高职院校危机
管理策略创新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沈燕丽 
陈坚 

36 微信谣言传播分析对高职反邪教工作的启示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曦 

37 高校贫困大学生隐私权保护现状及对策研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俞圆 

38 
规范性服从及其建构路径——四川殴师事件
的启示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徐金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