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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课题
立项名单

课题编号 单 位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QS2022001 政治和法律教研部
长三角一体化视角下安徽省涉外法

治建设研究
魏雅洁

QS2022002 政治和法律教研部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逻辑机理与规

范路径研究
丁丹丹

QS2022003 科学文化教研部
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

源地研究
赵菁奇

QS2022004 经济学教研部
安徽省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与实

证研究
韩心灵

QS2022005 培训部
数据赋能推动安徽乡村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研究
赵海荣

QS2022006 信息技术中心
事件系统理论下青年干部提升能力

机制路径研究
张满

QS2022007
社会和生态文明

教研部

合肥打造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城

市案例研究
潘琳

QS2022008
社会和生态文明

教研部

安徽高质量推进全国林长制改革示

范区建设路径研究
陈倩倩

QS2022009 校（院）工作处
风险视角下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提升

研究
胡世全



QS2022010 决策咨询部 完善我省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研究 贺海峰

QS2022011 理论研究所
探索建立“两个不同于”的党校教

师管理体系研究
孙国荣

QS2022012 公共管理教研部
奥密克戎流行背景下的新冠疫情流

调溯源建模研究
刘超

QS2022013 科研处 安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对策研究 周乐

QS2022014 宣传部
安徽红色资源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中的作用研究
张超

QS2022015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评价实证研究 汪晓梦

QS2022016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数字合肥”建设现状及其路径研究 胡厚翠

QS2022017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新时代创新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实证

研究
凌德政

QS2022018 中共肥西县委党校 肥西县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路径研究 郭文菊

QS2022019 中共包河区委党校
新时代基层年轻干部担当作为激励

机制研究
吴丽娅

QS2022020 中共肥东县委党校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创

新路径研究
张蓓蓓

QS2022021 中共庐江县委党校
合肥市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问题

研究
钱自二

QS2022022 中共庐江县委党校
乡村振兴视域下合肥人居环境整治

模式研究
侯广平



QS2022023 中共巢湖市委党校
安徽红色资源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中的作用研究
陈丽敏

QS2022024 中共长丰县委党校 村级党组织惰性的综合治理策略研究 杨华平

QS2022025 中共淮北市委党校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研究 张文宝

QS2022026 中共濉溪县委党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

要论述研究
卓治国

QS2022027 中共亳州市委党校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守正与创新

研究
刘华景

QS2022028 中共亳州市委党校
新发展格局下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

的路径研究
梁萌丹

QS2022029 中共亳州市委党校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动力系统研究 王兵

QS2022030 中共谯城区委党校
乡村振兴视域下“世界中医药之都"

建设路径探究
谢永海

QS2022031 中共宿州市委党校
安徽省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建构与

实现程度测算研究
王鹏玉

QS2022032 中共灵璧县委党校
乡村振兴视域下增强农村内生动力

研究
成涛

QS2022033 中共埇桥区委党校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试点个案研究 陈稳

QS2022034 中共蚌埠市委党校
新发展阶段安徽党员干部斗争精神

培育研究
黄华松



QS2022035 中共蚌埠市委党校
宁波结对合作帮扶蚌埠推动制造业

发展研究
姜辉

QS2022036 中共蚌埠市委党校 “关键少数”的法治素养提升研究 张刚

QS2022037 中共怀远县委党校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研究 吴晓红

QS2022038 中共阜阳市委党校 皖北地区推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李艳菲

QS2022039 中共临泉县委党校
长三角区域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研究
李文娟

QS2022040 中共临泉县委党校 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研究 屈莉莉

QS2022041 中共临泉县委党校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周晓改

QS2022042 中共颍上县委党校 颍上县发展“体验集市”模式研究 高立

QS2022043 中共颍泉区委党校
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路径研究
韩雪

QS2022044 中共颍州区委党校
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

研究
李洋

QS2022045 中共阜南县委党校
坚持“扶志+扶智”理念推进乡村振

兴研究
陈伟

QS2022046 中共颍泉区委党校
苏州结对合作帮扶阜阳实施路径

研究
马维

QS2022047 中共淮南市委党校
全面抗战时期中原局三次会议历史

贡献研究
苏秀珍

QS2022048 中共凤台县委党校 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研究 黄士轩



QS2022049 中共滁州市委党校
村庄分化视角下乡村治理路径优化

研究
瞿红霞

QS2022050 中共滁州市委党校
党建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功能

与实践研究
严晗

QS2022051 中共滁州市委党校
乡村振兴视域下安徽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研究
王蓉

QS2022052 中共全椒县委党校
新时代地方红色资源的“生动教材

化”研究
余道年

QS2022053 中共全椒县委党校
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数字治理优化

路径研究
沈艳

QS2022054 中共全椒县委党校
“四史”教育融入基层党校教学实

践研究
葛邓元

QS2022055 中共定远县委党校
中原局三次会议的历史贡献及新时

代启示研究
周沫

QS2022056 中共明光市委党校
中原局在皖东三次会议的历史贡献

与当代启示研究
吴家德

QS2022057 中共凤阳县委党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重要论述研究
黎田

QS2022058 中共天长市委党校 县级城市融入南京都市圈路径研究 曾永恒

QS2022059 中共六安市委党校
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乡村振兴的路

径研究
霍亚琴

QS2022060 中共六安市委党校
数字经济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

机制研究
张俊



QS2022061 中共六安市委党校
“政党-政府-社会”模式下基层治

理创新路径研究
夏伟

QS2022062 中共霍山县委党校
霍山县发挥县域生态环境优势的举

措及启示研究
云彬

QS2022063 中共霍山县委党校
霍山县西山文化挖掘与乡村文化振

兴耦合关系研究
章梦玮

QS2022064 中共霍山县委党校
乡村振兴视角下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路径研究
王苗苗

QS2022065 中共金寨县委党校
高质量推进皖西红色资源保护与利

用研究
陈仁喜

QS2022066 中共金寨县委党校
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实现路径

研究
代大梅

QS2022067 中共金寨县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研究
钟壮壮

QS2022068 中共霍邱县委党校
以霍邱县砖佛寺村为样本的基层社

会治理研究
张烈鹏

QS2022069 中共霍邱县委党校
皖西大别山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路

径研究
刘明光

QS2022070
中共马鞍山市委

党校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语境意蕴和时代

要求研究
李加稳

QS2022071 中共雨山区委党校
EOD 模式下马鞍山市向山工业遗产

旅游开发研究
沈曦

QS2022072 中共芜湖市委党校
安徽省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和动力机

制研究
陈芳英



QS2022073 中共芜湖市委党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

重要论述的哲学意蕴研究
张晨曦

QS2022074 中共芜湖市委党校
提升芜湖市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能

级路径研究
刘金峰

QS2022075 中共湾沚区委党校
湾沚区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发

展优势研究
沈启旺

QS2022076 中共湾沚区委党校
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济发展新思路

研究
俞易芬

QS2022077 中共南陵县委党校
乡村振兴战略下芜湖特色农业产业

化发展研究
赵倩倩

QS2022078 中共繁昌区委党校
县级党校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

发挥研究
钱国祥

QS2022079 中共宣城市委党校
G60 科创走廊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

研究
王菁

QS2022080 中共宣城市委党校
内源式发展视角下乡村振兴动力机

制研究
吴芳

QS2022081 中共宣城市委党校
一体化推进苏皖合作示范区高质量

发展研究
伍万云

QS2022082 中共广德市委党校
依托红色资源深化党员干部党性教

育研究
李建国

QS2022083 中共郎溪县委党校 高质量推进苏皖合作示范区建设研究 关明哲

QS2022084 中共绩溪县委党校
优化县域“党建+信访”工作机制研

究
童珊



QS2022085 中共铜陵市委党校
全域旅游视阈下安徽地域文化发展

研究
崔苏菁

QS2022086 中共铜陵市委党校
乡村振兴背景下铜陵农业全产业链

发展路径研究
光小敏

QS2022087 中共铜陵市委党校 市级党校智库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 陈兴建

QS2022088 中共枞阳县委党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枞

阳县的实践研究
疏桂兰

QS2022089 中共枞阳县委党校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中学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
余宏伟

QS2022090 中共池州市委党校 新时代池州市法治乡村建设路径探析 张秀秀

QS2022091 中共池州市委党校
基于诉源治理的长三角区域法治化

营商环境研究
方皓

QS2022092 中共池州市委党校
“非遗”传承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

作用机理和实践路径研究
孔华

QS2022093 中共石台县委党校
皖南山区功能性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研究
车毅

QS2022094 中共青阳县委党校
习近平关于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在九

华山的成功实践研究
羊银银

QS2022095 中共青阳县委党校
安徽分类梯次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

路径研究
张翼

QS2022096 中共东至县委党校
乡村振兴战略下皖南山区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研究
王艳



QS2022097 中共安庆市委党校
新发展阶段安庆城投公司转型方向

与发展路径研究
孙珊

QS2022098 中共安庆市委党校
维护文化安全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路

径研究
李秋风

QS2022099 中共安庆市委党校
长三角环境治理的协同立法问题

研究
侯云锦

QS2022100 中共潜山市委党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安庆实践

研究
周宇

QS2022101 中共岳西县委党校
城乡融合背景下新农人培育机制

研究
蒋树鑫

QS2022102 中共岳西县委党校
岳西县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赋能乡村

振兴的路径研究
王业进

QS2022103 中共桐城市委党校
乡村振兴视域下安徽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研究
张庆霞

QS2022104 中共望江县委党校
乡村善治视角下传统治理资源的整

合与运用研究
曹任

QS2022105 中共黄山市委党校
皖南地区乡村振兴政策实施绩效评

估研究
杨瑞丰

QS2022106 中共黄山市委党校
皖南山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与路径研究
袁良天

QS2022107 中共黄山市委党校 安徽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毛新红

QS2022108 中共徽州区委党校
黄山市红色资源融入基层干部教育

培训路径研究
汪琴



QS2022109 中共休宁县委党校
“五个之城”视域下“徽州”顶流

IP 打造策略研究
周蓉蓉

QS2022110 中共歙县县委党校
开发历史名人王茂荫的文化资源

研究
纪勤炜

QS2022111 中共黟县县委党校
乡村振兴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保护

与利用研究
汪宏伟

QS2022112 省直工委党校
构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机制研究
何华云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办公室 2022年7月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