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全区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立项名单

序号 选题方向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工作单位

1

沿黄河几字湾都市圈及呼包鄂
榆城市群发展研究

黄河流域呼包鄂榆生态环境共建共保研究 苏利英 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党校

2 呼包鄂榆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皇甫欢欢 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党校

3 黄河“几”字湾能源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敖  明 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党校

4 呼包鄂榆旅游业协同发展研究 杨凤仙 中共准格尔旗委员会党校

5 沿黄河几字湾都市圈协同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于乐海 中共包头市委党校 

6 呼包鄂榆城市群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路径探析 徐敏娜 中共包头市委党校 

7 呼包鄂榆城市群协同发展水平定量评价 乌宁夫 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党校

8 呼包鄂榆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的思考 韩跃峥 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党校

9 呼包鄂榆红色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云  治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10 沿黄河几字湾都市圈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  刘翠玲 中共包头市委党校 



11
沿黄河几字湾都市圈及呼包鄂

榆城市群发展研究

以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推动呼包鄂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卢  晶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

限公司党校  

12 呼包鄂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 贾  祎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1

内蒙古区域公共品牌建设研究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战略的实践与思考—以“天赋河套
”为例

邸明瑞 中共巴彦淖尔市委党校

2 通辽市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问题及策略研究 雷桂莲 中共通辽市委党校

3 《地理标志视角下的阿拉善肉苁蓉区域品牌建设研究》 姜瑞莹 中共阿拉善盟委党校 

4 通辽市蒙医药产业区域公共品牌建设研究 包雪英 中共通辽市委党校

5 兴安盟牛肉品牌建设研究 杨  光 中共兴安盟委党校

6 扎兰屯市农业区域品牌建设研究 宋柏玲 中共扎兰屯市委党校

7 “呼伦贝尔肉羊核心产品—西旗羊肉”品牌建设研究 鲁樱桃 中共新巴尔虎右旗委党校

8
区域品牌建设中政府行为研究——以“乌海葡萄”品牌
为例

林瑞琴 中共乌海市委党校

9
内蒙古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的发展前景研究——以
乌兰察布为例

王芳芳 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党校

10 赤峰市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研究 孟书玉 中共赤峰市委党校



11

内蒙古区域公共品牌建设研究

兴安盟大米品牌建设研究 孙玉良 中共兴安盟委党校

12
基于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研究－－以兴安盟地理标
志农产品为例

徐广生 中共兴安盟委党校

13 大数据背景下的旅游品牌建设研究——呼和浩特为例 张日初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14
内蒙古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发展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以托克托县为例

王  琦 中共托克托县委党校

15
赤峰市农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研究——以巴林左旗
笤帚苗为例

张  磊 中共赤峰市委党校

16 库伦旗荞麦区域公共品牌建设研究 肖  帅 中共库伦旗委党校

17
加强“锡林郭勒羊肉”品牌建设 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  

郝利华 中共锡林郭勒盟党校

18 培育多伦县旅游地品牌的探索与思考 胡艳梅   中共多伦县委党校

19 达拉特旗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难点及实施路径 白  梅 中共达拉特旗委党校

20 满洲里农文旅公共品牌的联纵运维 李晓妍 中共满洲里市委党校

21
关于鄂尔多斯羊绒产业公共品牌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关系研究

李晓燕 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党校

22 呼伦贝尔市区域农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研究 冯雪娟 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党校



23 内蒙古区域公共品牌建设研究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林业产业品牌建设研究 孙相君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党校

1

促进内蒙古更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政策措施创新研究

职业技能培训措施推进就业充分性稳定性研究 ——以
巴彦淖尔市为例 

陈海燕 中共巴彦淖尔市委党校

2
促进巴彦淖尔市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政策措施创新研究
——基于巴彦淖尔市创业园（孵化基地）综合调查的就
业分析   

孙  涛 中共巴彦淖尔市委党校

3
乌兰察布市外出务工人员素质技能培训与就业相关性研
究

刘丽楠 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党校

4 促进锡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政策措施创新研究 母兴旺 中共锡林郭勒盟党校

5 赤峰市城区非固定就业劳动力现状及对策研究 吴俊瑶 中共赤峰市委党校

6
乌海市就业政策措施优化研究——基于乌海市企业用工
情况的调查

塔  娜 中共乌海市委党校

7 促进乌海市青年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政策措施创新研究 张  毅 中共乌海市委党校

8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内蒙古自治区就业质量研究    侯战科 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党校

9
促进兴安盟大学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政策措施创新研
究

徐长安 中共兴安盟委党校

10 乌海市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政策措施创新研究 李彩珠 中共乌海市委党校



11

促进内蒙古更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政策措施创新研究

满洲里市进口资源加工园区企业就业现状调查研究 栾  开 中共满洲里市委党校

12
关于推进通辽市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对策
与思考

范永娜 中共通辽市委党校

13 促进旗县市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政策措施创新研究 彭丽梅 中共扎兰屯市委党校

14 产业结构调整视域下内蒙古就业政策研究 李晓婧 中共包头市委党校

15 包头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刘  宇 中共包头市委党校

16
鄂尔多斯大路工业园区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政策执行调查
研究

郝二霞 中共准格尔旗委党校

17
基于就业为导向提高中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研究--以
多伦县职业教育中心为例

张景阳    中共多伦县委党校

18
内蒙古农业（旗）县脱贫后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措
施研究——以突泉县为例

徐红梅 中共突泉县委党校

19 促进呼伦贝尔市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政策措施创新研究 李  辉 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党校

20 促进呼伦贝尔市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政策措施创新研究 李  嘉 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党校

1
文明内蒙古建设与基层社会治

理研究  

构建乡村社会治理新模式 推进文明内蒙古建设——以
巴彦淖尔市为例

訾翠霞 中共巴彦淖尔市委党校

2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文明内蒙古建设研究——以
巴彦淖尔为例 

贾  慧 中共巴彦淖尔市委党校



3

文明内蒙古建设与基层社会治
理研究  

《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和文明内
蒙古建设研究》

周宏伟 中共阿拉善盟委党校 

4 鄂尔多斯文明城市创建的探索与实践 阿木古楞 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党校

5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鄂尔多斯乡风文明研究  王颖超 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党校

6
 鄂尔多斯市文明城市创建与社区治理的相互助力关系
研究 

刘俊贤 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党校

7
多元治理理论视角下，社区居民文化需求和文化供给精
准匹配研究

孙  冰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8 文明内蒙古建设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王永丽 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党校

9 基于草原文化视角的锡盟牧区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张迎迎 中共锡林郭勒盟委党校

10
文明内蒙古视域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创建路径研究
——以赤峰市为例

黄桂婷 中共赤峰市委党校

11 克什克腾旗融媒体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构建研究 王珂娜 中共克什克腾旗委党校

12 文明赤峰建设与乡村治理创新研究 林艳艳 中共赤峰市委党校

13
乡风文明建设视野下通辽市蒙古族聚居区社会治理问题
研究

姜占新 中共通辽市委党校

14
文明内蒙古视阈下乡村“三治融合”模式研究——以通
辽市乡村社会治理为例

胡  胜 中共通辽市委党校



15

文明内蒙古建设与基层社会治
理研究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基层社会治理——以内蒙古通辽
市奈曼旗为例

刘玉生 中共奈曼旗委党校

16
兴安盟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研
究

陈斯日古楞 中共兴安盟委党校

17 文明扎赉特建设与社会治理智能化融合发展研究  于智勇 中共扎赉特旗委党校

18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助力文明内蒙古建设研究》 许多奋 中共阿拉善盟委党校 

19
文明城市构建视阈下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
与思考——以乌海市为例

郭玉玉 中共乌海市委党校

20
“三城同创”效应下包头市社会道德风尚建设与培育机
制研究    

王素英 中共包头市委党校

21
乌兰察布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推进文明内蒙古建
设研究

熊春霞 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党校

22
基层社会治理视阈下推进文明内蒙古建设的研究——以
乌兰察布市城市社区治理为例

陈  佳 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党校

23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研究——基于某市调查    张福云 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