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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文件

校科字〔2021〕15 号

关于印发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征文入选名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科研处，紫荆学院调

研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科研处，铁道党校

科研处，各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科研处：

2020 年 11 月 6 日，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领

导批准，科研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全国地方党校（行政学院）学习

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征文活动的通知》。各校（院）

领导高度重视，科研管理部门认真组织，广大教研人员踊跃撰稿。

本次征文活动共收到 34 家省级党委党校（行政学院）、11 家副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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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城市党委党校（行政学院）、1 家中央党校科研基地以及小平干

部学院共计 47 家单位报送的 133 篇论文。经评审，66 篇优秀论文

入选（见附件）。

现将入选论文名单印发你们，请各校（院）依据各自的科研管

理办法及规定对论文作者进行相应的鼓励。

附件：入选论文名单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

2021 年 4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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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入选论文名单

（共 66 篇，依单位序列排序）

序号 姓 名 单 位 文 章 题 目

1 黄小钫
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行政学院）
论人大制度优势及其治理效能的提升

2 马相东
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行政学院）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意义

与重点路径

3 王素娟
天津市委党校

（天津行政学院）

提升文化软实力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提供持久动力

4 杨 玲
天津市委党校

（天津行政学院）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抉择、深

层意蕴与路径突破

5 王秀华
河北省委党校

（河北行政学院）

“十四五”规划《建议》贯穿的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方法论

6
韩梦娟

王俊杰

河北省委党校

（河北行政学院）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

7 肖 莉
山西省委党校

（山西行政学院）
摆脱困境 建设资源型地区创新体系

8 李小艳
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

（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学

院）

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9 孙 杰
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

（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学

院）

深刻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意蕴

10 赫荣平
辽宁省委党校

（辽宁行政学院）
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研究

11 赵丽丽
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行政学院）

中国之治的重要法宝：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核心地位

12 赵志朋
黑龙江省委党校

（黑龙江省行政学

院）

防范西方民粹主义思潮对我国安全稳定造成

的风险

13 王 曼
黑龙江省委党校

（黑龙江省行政学

院）

培育和引导社区社会组织走向源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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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吴才唤
上海市委党校

（上海行政学院）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需要深入推进引才返乡

15 吴 宏
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行政学院）
坚持系统观念谋划科技体制机制创新

16 华彦玲
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行政学院）
习近平两提张謇的深意及乡村建设行动建议

17 董 明
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行政学院）

“请你来协商”：嵌合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

的浙江基层治理创新

18 屈群苹
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行政学院）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范式与治理路径

19 王子晨
安徽省委党校

（安徽行政学院）
多维视角下的科技自立自强探析

20 孙雯芊
安徽省委党校

（安徽行政学院）
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21 肖剑南
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新建构

22 程 宇
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新时代防范化解科技风险的总体思路与措施

建议

23 罗晓蓉
江西省委党校

（江西行政学院）

党建引领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

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改革创新与完善建议

24 张 涛
江西省委党校

（江西行政学院）
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探析

25 孔 涵
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

新时代迈向共同富裕路径分析——基于马克

思收入分配理论视角

26 李 颖
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

以直播助农助力网络扶贫和乡村振兴——基

于传播学的视角

27 贺卫华
河南省委党校

（河南行政学院）
新发展格局：战略内涵、现实逻辑与政策选择

28

郭群英

汪 妮

贾 甜

湖北省委党校

（湖北省行政学院）
防范化解“资本控制舆论”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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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蔡景庆
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
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30 姜正君
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贯通：逻辑、难

题与路径

31 袁 忠
广东省委党校

（广东行政学院）

习近平“有为政府”思想：理论价值与实践

意义——基于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的管

理学视角
32 胡建华

广西区委党校

（广西行政学院）
深刻把握“三新”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

33

孟祥科

王彩棉

李 敏

广西区委党校

（广西行政学院）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有效衔接研究——以广西、贵州毛南族聚居

区为例

34 程良波
海南省委党校

（海南省行政学院）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完善自贸港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35 裴泽庆
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行政学院）
以系统观念统筹好“十四五”时期的几对关系

36 研究室
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行政学院）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选择及对策研究

37 祝 伟
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行政学院）

国际基本矛盾与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新

发展变化

38 罗 凌
贵州省委党校

（贵州行政学院）

把田园综合体作为“十四五”贵州深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39 赵 淼
贵州省委党校

（贵州行政学院）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治

理模式重构

40 王 晶
云南省委党校

（云南行政学院）

推进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实现云南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41 杜 琼
云南省委党校

（云南行政学院）

新阶段 新省情 新发展——学习贯彻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

42 仓 拉
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

（西藏自治区行政学院）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下健全西藏基本养老服务体系问题研究

43 陈娥英
陕西省委党校

（陕西行政学院）

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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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刘永青
陕西省委党校

（陕西行政学院）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

45 王怀强
甘肃省委党校

（甘肃行政学院）
论“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独特优势

46 宋圭武
甘肃省委党校

（甘肃行政学院）
乡村振兴需要注意克服十一种不良倾向

47 张 壮
青海省委党校

（青海省行政学院）

基于供求机理分析下的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路径研究

48 蒋文龄
宁夏自治区委党校

（宁夏行政学院）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意蕴实践要求和路径

选择

49 高兰芳
宁夏自治区委党校

（宁夏行政学院）

在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时代背

景、出场逻辑和实践路径

50
阿莱•木
拉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
委党校（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行政学院）

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

用研究

51
殷小波

姜 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党校（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行政学院）

新疆兵团基层连队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问题研究

52 陈安娜 铁道党校 防范风险 筑牢舆论阵地

53 靳环宇 紫荆学院 试谈习近平总书记治港方略中的法治思想

54 杨艳军
武汉市委党校

（武汉行政学院）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

面塑造新格局下武汉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55 杨江滢
哈尔滨市委党校

（哈尔滨市行政学

院）

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自觉实践自觉

56 刘 芳
沈阳市委党校

（沈阳行政学院）
“内育”+“外引”合力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57 王 淼
成都市委党校

（成都行政学院）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研究

58 王春梅
南京市委党校

（南京市行政学院）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新目标、新路径和新能

力

59 边 娇
西安市委党校

（西安市行政学院）

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现

实挑战与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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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杨刘保
长春市委党校

（长春市行政学院）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逻辑

61 陈 军
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行政学院）
协商视域下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探析

62 姚如青
杭州市委党校

（杭州行政学院）

新发展格局蕴涵的新开放观：形成背景和主

要特点

63 韩 琳
大连市委党校

（大连行政学院）
“三社联动”机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64 邓 辉
厦门市委党校

（厦门市行政学院）
提高农民素质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65 丁 华
咸阳市委党校

（咸阳市行政学院）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视角下的乡村振兴研究

66 李晓刚
广安市委党校

（小平干部学院）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以农民现代化视角

审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