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来中国共青团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担当”

庆祝建团百年主题理论研讨会

征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 5 篇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1

中国共青团创立初期对青年的政治引领

及当代启示——基于机关刊《先驱》

的考察

苏 童

赵开开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以中国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为研究

视角

谭建光 广东省团校

3 论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观的四个维度
谢君君

王 瞳

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中国青年成长发展需求演进历程、

深层动因及现实启示

祝 琴

胡子祥

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共青团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

中的传播与启示
姜晨晖 重庆大学



二等奖 10 篇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1
中国共青团政治性的百年嬗变、内在逻辑

与实践进路
王延隆

浙江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国共青团服务青年的百年探索与经验

启示
邓志强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3
中国共青团人才储备：百年探索·基本

特征·思想精髓
杜世雄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4 增强青年人志气骨气底气的多维审视 徐紫宁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统一战线工作

的实践进路探赜——基于 1921-1927 年

的革命史研究

朱 尉

王迪清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百年团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

性、可能性及实践路径
蔡志鹏

安徽师范大学

法学院

7
建团百年来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

主要形态和基本经验
杨 勇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四川省团校

8
建党建团时期蔡和森青年思想的科学蕴

意及其当代启示
周 泽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

9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百年发展

历程及其参与国家治理的经验启示

李奕欣

张禹石

中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 从三个维度看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政策 李 唯 中国石油大庆油田



三等奖 18 篇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1
从五四进步社团实践探析中国共产党

诞生的内生性逻辑

胡晓阳

胡子祥

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百年来共青团全面从严治团的历史演进、

时代特征及经验启示

李华龙

应锦川
兰州大学

3 意义运行：青年思想引领轨迹的本质呈现 陶志欢 上海大学

4

国有航天企业青年自组织建设的探索与

思考——以某国有航天企业青年自组织

发展为例

路志华

蒲卫东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

5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东青年工作

的历史及经验
邵明众 广东省团校

6
杨匏安、杨章甫与早期广东社会主义

青年团
梁铭东 广州市少年宫

7
习近平青年使命观的时代内涵及

践行路径研究
贾一帆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志气·骨气·底气：新时代青年精神气节

的三维论析——以《习近平书信选集》为

分析重点

谢鹏俊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9
团组织引领少年儿童运动的百年特征及

历史经验
贾 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青少年工作系

10
张太雷革命思想基本面向及对青年革命

运动的组织发动
李 冲

江苏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11

共青团引导青年投身“三农”工作的百年

历史借鉴——以历届团代会工作谋划发

展为研究视角

李凌鸥

刘七扬
广东省团校

1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之于共青团建设

的启示——基于前两个历史决议

发布期间团的历史视角

尉 驰 安徽省团校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13
结构性嵌入与团结性吸纳：党团关系下

共青团工作的历史演进与现代化路向
王 鑫

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14

团中央指导下青岛团组织的创建——

基于邓恩铭、王振翼、尹宽、孙秀锋等人

信件的考察

段明伟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

15
论大革命时期广东团组织对马克思主义

传播的历史贡献
魏法谱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东行政学院）

16
马克思共同体视角下高校共青团培养

大学生创新能力实践策略

刘 成

施小明

上海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

程学院

17 五四时期青年学生讲演热潮的历史考察 雷冰洁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 论恩格斯青年观的理论内涵与当代意涵 胡 华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优秀奖 30 篇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1
新时代青年友善价值观培育的角色伦理

向度研究
崔冰洁 中央财经大学

2
百年来共青团青年外事工作的实践历程

与经验启示
潘 萌

中央团校党的青年

运动史教研部

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中国青年运

动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孟祥瑞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

4
中国共青团研究何以学科化？——基于

百年来中国青年研究的有限考察
刘 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当代青年精神生活优化的价值依据、现实

需要及实现机制
叶 得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问题导向与共青团改革策略——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共青团的自省与突破
吴 庆

中央团校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7
“团一大”的筹备处——广东省立宣讲员

养成所若干史实考论
沈志刚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建国前夕青年团的时代使命宣传研究

——以《中国青年》为中心考察
陈晓晖

辽宁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9
新时代青年政治免疫力的生成机制、

价值内涵及提升路径
黄 杰

华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青

年团工作的思想意蕴及其启示——写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之际

赵英杰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非基督教运动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成立的关系探析

彭瑞康

陈 静

中共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共

党史教研部

12 以“五四精神”推动高等院校的双创实践 徐 可
江苏师范大学

商学院



13
列宁关于青年教育的重要论述及其时代

价值——研读《青年团的任务》
崔亚玲 南京师范大学

14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百年历程中

青年政治心理的演进
卢 遥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
中国共产党关于学生革命的理论探索

（1921-1927）
刘海军

成都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共青团改革再出发的三重维度——

理论、实践与价值
申弘怡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

公益创业对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持续性

的培育效用研究——基于高校

实践育人的成效

樊有镇

杨梦婷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队伍培训研

修中心（扬州大学）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李小莎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
伟大建党精神视域下南京早期团组织的

创建起源
杜烨能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
组织互动探微：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

青年团与工会的关系研究
陈鸿佳

中共深圳市

罗湖区委党校

21

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

穗召开原因新探——基于“历史土壤”

视角的一种考察

王志伟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2
青春的信仰：五卅风暴中的南京学生与

工人运动
朱 翔

南京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

23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团的生成理据、

核心内容与实践进路
修明圆 华东政法大学

24
共青团青年教育工作的百年历程与基本

经验
潘虹霖

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25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运动的实践、

经验与展望
郝海洪 华中师范大学

26 中国共青团的百年实践及经验启示 满青霞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27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青团在苏区的青年

宣传动员——以《青年实话》为例
张洪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28
五卅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的

三条路径
韩建汶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29
元宇宙视域下的青少年思想政治

教育创新展望

黄彦龙

吴 穹
国防科技大学

30

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作的历史

经验及当代启示——基于共青团政治

学校职能的百年考察

袁 珊 广州市团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