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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校发〔2023〕70号 

 

 

关于 2023年度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 

重点调研课题立项的通知 

 

各市（地）党校（行政学院）、省农垦总局党校、省森工总局党

校、哈铁路局党校、省妇干院： 

按照《关于申报 2023 年度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

调研课题的通知》要求，2023年度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

点调研课题共计申报 161项。经过专家匿名评审，并报请校（院）

委会审批，决定对 87项课题予以立项，立项课题属厅局级项目。

为保证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和高质量完成，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评审专家已经对部分立项课题的名称进行了必要的调

整，立项课题名称以本通知为准。 

二、各有关党校（行政学院）须高度重视本校（院）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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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支持课题研究，建议给予每位课题负责

人不少于 3000 元的课题研究经费资助，科研管理部门要切实发

挥好督促、管理、服务职能。 

三、课题结项形式分为免于鉴定结项和鉴定结项两种： 

1.免于鉴定结项。相关研究成果在内参上刊发，并获厅局级

及以上党政领导肯定性批示或在三级及以上报刊发表一篇 5000

字左右的相关学术论文，并在显著位置标注“该成果为 2023 年

度黑龙江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阶段性成果”，

符合上述条件者可自动结项。 

2.鉴定结项。课题组须提交 1篇 1万字以上的高质量研究报

告，由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科研处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匿名评

审，鉴定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四、课题组应注重科研诚信，恪守学术道德，无论是申请免

于鉴定结项还是鉴定结项，如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结项等级均为

不合格，且三年内不允许再次申报。 

五、本课题须在 2024年 7月 15日之前完成，原则上不允许

延期。课题组须严格按照《课题申请书》填写的内容进行，不得

擅自变更，如有必须变更之事项，课题负责人需在 2024年 3月 1

日前递交《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经审批后方可变更。 

六、不能按期完成或结项等级为不合格的，作撤项处理。被

撤项课题主持人下一年度不得申报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

点课题，被撤项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取消当届优秀科研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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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奖、优秀科研管理工作者的评选资格。 

 

附件：1.2023年度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

立项名单 

2.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课题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黑龙江省行政学院 

2023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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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度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 

重点调研课题立项名单 

项目 

批准号 
单  位 姓  名 课 题 名 称 

2023SD001 哈尔滨市委党校 邹丹凤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以自我革命 

引领社会革命研究 

2023SD002 哈尔滨市委党校 张丽丽 
促进黑龙江红色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的实践研究 

2023SD003 哈尔滨市委党校 王丽娜 
新时代边疆治理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以黑龙江为例 

2023SD004 尚志市委党校 李红娟 

乡村振兴背景下发挥特色小镇引领

作用的路径研究——以尚志市一面

坡镇为例 

2023SD005 道外区委党校 张  微 龙江乡村人才发展研究 

2023SD006 宾县委党校 王德彬 
乡村振兴视域下宾县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策略研究 

2023SD007 宾县委党校 丰玉山 宾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2023SD008 延寿县委党校 周  贺 
关于延寿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 

研究与思考 

2023SD009 依兰县委党校 高  超 
乡村振兴战略下黑龙江劳动力回流

问题研究 

2023SD010 
齐齐哈尔 

市委党校 
才英浩 

推进依法行政问题研究 

—— 以齐齐哈尔市为例 

2023SD011 依安县委党校 程志慧 
创新发展“枫桥经验” 提升基层 

治理效能的鹤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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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SD012 讷河市委党校 郑丽楠 
讷河市大力发展具有鄂温克民族 

特色的文化旅游对策研究 

2023SD013 讷河市委党校 卢  川 

齐齐哈尔市以打造冰雪装备器材 

研发制造核心区推动高端冰雪装备 

产业发展研究 

2023SD014 龙江县委党校 车秀苇 
齐齐哈尔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

对策研究 

2023SD015 龙江县委党校 林  宇 
以农业现代化推进齐齐哈尔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2023SD016 克山县委党校 崔艳玲 
新发展格局下农业产业链韧性及 

提升路径研究——以克山为例 

2023SD017 富裕县委党校 王  艳 

关于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研究 

——以富裕县为例 

2023SD018 铁锋区委党校 迟耀军 
黑龙江省民族民俗文化与旅游产业

发展路径探析 

2023SD019 甘南县委党校 孔祥秀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研究 

2023SD020 甘南县委党校 孙续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甘南县劳动力

回流问题初探 

2023SD021 牡丹江市委党校 姚  靖 
牡丹江市粮食安全保障实践 

与路径思考 

2023SD022 牡丹江市委党校 林令阳 
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 

实践和经验研究 

2023SD023 牡丹江市委党校 查添钰 
牡丹江市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

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 

2023SD024 佳木斯市委党校 崔  文 
佳木斯市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现状及

对策研究 

2023SD025 抚远市委党校 张冬梅 
《边境地区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以黑龙江抚远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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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SD026 富锦市委党校 王  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

创新和转化研究 

2023SD027 桦川县委党校 王  晶 
关于推进桦川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发展的对策研究 

2023SD028 汤原县委党校 郑雅文 
以“换道超车”思维加快汤原县 

中药材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2023SD029 汤原县委党校 奚  洋 
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的路径研究

——以汤原县汤旺乡朝鲜族村落为例 

2023SD030 同江市委党校 范丽萍 

党建引领网格化构建边境地区城乡

基层治理新格局的研究 

——以同江市为例 

2023SD031 同江市委党校 高海晖 
文旅深度融合视域下赫哲非遗文创

发展研究——以“同江模式”为例 

2023SD032 大庆市委党校 陈  曦 
大庆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 

实践与创新研究 

2023SD033 大庆市委党校 季琳欢 
乡村振兴背景下黑龙江省 

农村空心化的治理路径研究 

2023SD034 大庆市委党校 顾少梦 
县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以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例 

2023SD035 肇源县委党校 张彦中 
以提升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推动 

大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 

2023SD036 鸡西市委党校 王宗兴 煤城鸡西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2023SD037 鸡西市委党校 王  岩 
资源型城市人才激励机制研究——

以鸡西市为例 

2023SD038 鸡东县委党校 于丽萍 
乡村振兴背景下鸡西市特色小镇 

引领作用调查研究 

2023SD039 虎林市委党校 李德臣 
文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对策 

研究——以黑龙江虎林市为例 

2023SD040 密山市委党校 罗荣辉 
以红色资源赋能兴凯湖全域旅游 

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 7 — 

2023SD041 密山市委党校 麦忠微 
加快推进密山市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2023SD042 双鸭山市委党校 高  颖 
以网格化管理提升双鸭山市社区 

治理效能路径研究 

2023SD043 双鸭山市委党校 陈宏波 

数字经济赋能助力黑龙江省智慧 

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以黑龙江八五二农场为例 

2023SD044 双鸭山市委党校 张龄予 
乡村振兴战略下黑龙江省 

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引导机制研究 

2023SD045 双鸭山市委党校 路  琪 
数字经济背景下双鸭山市智慧养老

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2023SD046 双鸭山市委党校 孙  凤 
资源型城市双鸭山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研究 

2023SD047 宝清县委党校 李婷婷 
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特色产业的 

路径研究——以宝清县为例 

2023SD048 饶河县委党校 崔  冰 
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 

实践研究——以饶河县为例 

2023SD049 伊春市委党校 孙  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

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2023SD050 伊春市委党校 李  爽 
党的自我革命视阈下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的历程与经验研究 

2023SD051 南岔县委党校 姜业敏 悠悠药香助力南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3SD052 七台河市委党校 吴  雪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问题研究 

2023SD053 七台河市委党校 尹晓丹 
乡村振兴视域下七台河乡村治理 

机制研究 

2023SD054 七台河市委党校 张瑞欣 
双碳目标下七台河市推进煤化工 

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路径研究 

2023SD055 勃利县委党校 杨金一 
提高勃利县农业产业整体素质 

和竞争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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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SD056 鹤岗市委党校 刘英凤 鹤岗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2023SD057 鹤岗市委党校 梁艳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

重要论述研究 

2023SD058 鹤岗市委党校 焦  露 
乡村振兴视域下鹤岗产业振兴对策

研究——以东山区为例 

2023SD059 黑河市委党校 何  萌 
边境城市黑河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

对策研究 

2023SD060 黑河市委党校 张  蕾 法治视野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2023SD061 黑河市委党校 周  磊 
新时代党建引领国有企业经营发展

研究——以中储粮北方公司为例 

2023SD062 北安市委党校 李冬辉 提升北安市社区治理效能对策研究 

2023SD063 嫩江市委党校 宋延红 
乡村振兴视域下县域乡村治理机制

的实践研究——以嫩江市为例 

2023SD064 逊克县委党校 王  佳 
乡村振兴背景下边境县逊克人才 

队伍建设对策研究 

2023SD065 爱辉区委党校 梁  雪 
黑河市爱辉区数字经济赋能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2023SD066 爱辉区委党校 贲子璎 
黑河市爱辉区少数民族 

历史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2023SD067 绥化市委党校 张伟东 

“垦地合作”模式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分析（基于绥化地区土地托管

实践） 

2023SD068 绥化市委党校 李  丹 
数字经济背景下绥化市农业数字化

转型对策研究 

2023SD069 绥化市委党校 陈世媛 
国有企业提升基层党建规范化 

精细化体系化水平研究 



 

— 9 — 

2023SD070 绥化市委党校 郭娜娜 

村级“小微权力”腐败机制预防 

研究——以绥化市“清廉农村” 

建设为例 

2023SD071 绥化市委党校 姜立莉 

践行“浦江经验”提升绥化市基层

治理效能的对策研究 

——以绥化市北林区社区为例 

2023SD072 肇东市委党校 黄  刚 
新时代“光彩事业”助力肇东乡村

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研究 

2023SD073 庆安县委党校 宋  术 庆安县稻米产业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2023SD074 海伦市委党校 胡淑华 

乡村振兴战略下 

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以海伦市东风镇仁东村为例 

2023SD075 海伦市委党校 张静慧 
新时代背景下海伦市非遗保护与传

承路径研究——以北派二人转为例 

2023SD076 青冈县委党校 李  爽 
黑龙江省红色旅游资源现状研究 

——以青冈县马玉祥纪念馆为例 

2023SD077 
大兴安岭 

地委党校 
亓玉花 

继承和弘扬大兴安岭精神 助力 

现代化新兴安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2023SD078 
大兴安岭 

地委党校 
马春丽 

关于大兴安岭地区以漠河口岸为依托

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的调查研究 

2023SD079 
大兴安岭 

地委党校 
陈  静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与跳出治乱兴衰

历史周期率研究 

2023SD080 
大兴安岭 

地委党校 

娜仁格

日勒 

大兴安岭地区林农特色产业高质量

发展对策研究 

2023SD081 呼中区委党校 于  淼 
“中国最冷小镇”呼中促进文旅 

融合发展实践路径浅析 

2023SD082 塔河县委党校 胡朝霞 
加强塔河县萨满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利用研究 

2023SD083 塔河县委党校 杨  帆 
塔河县古驿站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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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SD084 呼玛县委党校 董凤丽 

保护好挖掘好利用好龙江红色资源

研究 ——以大兴安岭地区 

呼玛县红色革命历史为例 

2023SD085 
黑龙江省农垦 

管理干部学院 
尹逊红 

保护好挖掘好利用好北大荒 

红色资源研究 

2023SD086 

中国共产党中国

铁路哈尔滨局 

集团有限公司 

委员会党校 

赵丹丹 
打造东北亚国际物流枢纽城市， 

创建向北开放新高地 

2023SD087 

中国共产党中国

铁路哈尔滨局 

集团有限公司 

委员会党校 

李  丹 
粮食安全视角下黑龙江粮食运输 

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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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课题重要事项 

变更审批表 

课题名称  
批准号 

 

课题负责人  （原）工作单位  

研究类型 A 应用研究  B 基础研究  C 综合研究  D 其他研究  

立项时的计划 

完成时间 
 （原）成果形式  

联系电话 （手机）                        （办）               

变更内容（请在对应的方框内打勾）:   

延期：（此次申请延期至      年   月） 

□变更课题负责人  □变更课题组成员              □改变成果形式 

□改变课题名称    □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          □自行中止课题 

□撤项            □其他                   

变更事由（延期须写明此次申请延期理由、课题进展情况、已发表的阶段性成果等；

变更课题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须写明变更理由和新课题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的性别、出

生年月、研究方向、职称、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情况；如写不下请另加页）： 

          

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签章）：  

 

年   月   日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省行政学院）办公室      2023年11月9日印 

共印 4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