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第七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100 强名单的通知 

 

有关单位及师生： 

我委于 2022年 10月启动了第七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

大赛。按照大赛管理办法及工作细则，目前已完成初赛第一轮评

选工作，确定了进入初赛第二轮评选的 100 强名单。 

一、参赛情况 

本届案例大赛有 197 所院校的 1942 支队伍报名，共有来自

188 所院校的 1492 篇案例通过文本检查，成功进入初赛评选。 

二、评选安排 

初赛评选分为文本检查和两轮专家评选。 

在文本检查中，教指委秘书处对所有提交的案例进行格式检

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文本检查即成为有效案例，进入评选环节。

未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文本检查视为放弃比赛。 

在第一轮评选中，来自全国 130 家单位的 276 位专家在地域

回避、专业匹配、随机抽取及双向匿名的原则下参与了评选工作。

根据标准化处理后的评分排序和文本重复率，确定了进入了初赛

第二轮评选的 100 篇案例（详见附件《第七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

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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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七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100 强名单

序号 案例名称（按首字母升序排列）

1 “殡改”还是“病改”？——江西殡葬改革“流产”警示录

2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阿勒泰冰雪经济的绿色崛起密码

3 “不要建在我的小区”：事先规划好的社区养老中心缘何走向“一闹就停”？——基于吉祥小区养老机构的案例

4 曹县“出圈”记：一个北方贫困小县城何以推动电商产业大发展？

5 成片违建何以拆出“温度”？——上海市 P 区成片旧改拆违中“法与情”的平衡探索

6 城市老旧院落小区的“物管梦”——成都市武侯区信托制物业服务破解社区治理困境

7 从“百呼一应”到“一呼百应”——疫情高风险、高压力下成都市志愿者激励机制优化之策

8 从“裁缝之乡”到“女裤名镇”——政府嵌入性引导乡镇产业何以可行？

9 从“村养人”到“人养村”——天津市状元村“乡贤救村”的觉醒之路

10 从单打独斗到多元共谋：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的就业之路

11 从“负能”到“赋能”——湖北省宜城市小河镇农村志愿服务常态化实践的追踪观察

12 从“各开小灶”到“中央厨房”——C 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先立后破的建设纪实

13 从“彷徨”到“觉醒”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渤海所村板栗合作社十五年的漫漫征程

14 从“千金买人才”到“千金卖难题”——“揭榜挂帅”机制下金华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引才路径变革分析

15 从“三无小山村”到“艺术样板村”——探寻宁海葛家村“变形”背后的艺术振兴乡村共富路

16 从“失序”到“共生”：红领书记激活社区治理何以可能？

17 从市场自发、政府推动到多元共治——“中国油画第一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8 从“听其自然”到“一方安澜”——多元治理下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19 从“无养”到“五养”，农村特困人员养老困局何以破解？——河南省太康县“五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20 “村民议事亭”串起“百家言”绣出“纸坊颜”——山东省纸坊村 24 年协商治理之路探析

21 当“致富鱼”遇上“环保网”，乡村产业振兴之路何去何从——以广西岑溪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网箱养殖治理问题为例

22 顶楼的大象——探究某政府引导基金的困境

23 东方小夜曲：是“隐”入尘烟，还是“引”入尘烟？——一座大理小城的文旅发展之路

24 “东方影都”的起死回生之路——C市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困境突围

25 “发财树”变“断根树”，“清桉”漫漫何以“心安”——广西 B 县治桉政策执行的破与立

26 法律的正义 VS 利益的调和：城中村改造历史遗留矛盾如何解？

27 分类城要诚变形记中计——全国首座卫生城威海如何破解分类回收难题

28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民办公助型托育机构探索之路——以济南市历下区银座宝贝佳为例

29 改革何以陷入“罗生门”？C 开发区“去行政化”改革风波及政策执行失败的内在逻辑

30 “干部挂企”督办优化营商环境的“优”与“忧”——Z 县 J 镇调研记

31 干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不毛之地何以“点薯成金”？——基于驻村书记“造血式”乡村产业振兴"三行“实践

32 告别“肠梗阻”——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的智治良方

33 格屋顽疾何以得治?——“模糊-冲突”下 J 街道宏湖村格子房换颜之路

34 “根已深，叶难茂”：民情日记如何破解基层善治之困？——基于浙江省 S 市实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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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私携手取长补短，医育结合如虎添翼——南京市浦口区普惠托育服务模式的融创之路 

36 公益向左&商业向右：社区社会组织持久运营的权变法则——以全国首家社区跑步俱乐部“江豚湾湾”为例 

37 合作伙伴何以成为“临时管家”？——基于 A市 H 街道一个公益创投项目的案例观察 

38 和美乡村建设如何“和美共生”？——S 省 H县“合村并居”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与探索 

39 “和顺”治理经：“抄作业”何以花样百出？——重庆市沙坪区基层社会治理品牌的创新扩散困局 

40 化“污染”为“神奇”：S镇磷化产业污染协同治理何以实现？ 

41 火锅“跃”进林盘里，“煮”出强村富民梦——共同富裕下川西大雨村集体经济的蝶变之旅 

42 “积”发活力、“分”享果实，积分制何以助推乡村善治？——L村积分制治理的历时性考察 

43 寄居蟹的艺术——一个环保社会组织在环境政策执行中的“嵌入”与“转换” 

44 嫁接天际能量的“日光宝盒”——“零碳第一村”的绿色发展之路 

45 监管集权与赋能放权并行，如何居安思危？——江苏省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医疗质控中心组织结构优化 

46 “碱”地变“增”地，造富更造福——吉林民乐村盐碱地改造从村民抵制到认同的漫漫曲折路 

47 “交邮融合”何以成为农村物流发展新模式？——基于重庆市綦江区龙泉村创建农村物流服务品牌的实践探索 

48 金山绿水疑无路，“两山”排闼送青来——江阴市长江大保护历程 

49 究天灾人祸之源，求扶危定倾之道：一名消防员眼中的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 

50 跨部门协同何以可能？——警汇联合打击地下钱庄的“遇阻”与“克难”之路 

51 困则变，变则通，多元共治破解超大城市消防车道“肠梗阻” 

52 利好政策何以成“镜花水月”——一家养老机构艰难发展背后的政策落地之难 

53 “靓”出风采碧于天，你我共享听雨眠——北京亮马河的蝶变新生 

54 罗生门：一个产煤小村的“煤”与“霉” 

55 漫漫营商路：何日能得“凤还巢”？ 

56 猛药起沉疴根治顽疾，精细化治理邕城常清——南宁市黑臭水体治理中的协同与博弈 

57 莫让风雨无阻的外卖骑手自身难“保”——北京市外卖骑手社会保险参与困境与解决思路 

5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纪 B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改革之路 

59 破后而立，晓喻新生：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下农村社区韧性研究——以石家庄市小果庄村为例 

60 破解大城市停车难题的“道与术”——杭州市数字化改革的案例 

61 岂容“孤独”成“孤助”——G省孤独症家长自助互助服务站运行情况个案考察 

62 千年窑火续，十年匠心成：一位女书记的乡村闯关记 

63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未成年人沉迷《王者荣耀》网络游戏问题的善治之道 

64 情能生巧治：情感纽带何以串起社区治理“同心链” 

65 “泉”衡资源与生态——罗非鱼温泉养殖与尾水治理之思 

66 劝君莫打途中鸟，且听峰头双鹤鸣——基于跨两省三县“千年鸟道”候鸟保护曲折历程的调查 

67 人间烟火气还是乌烟瘴气？——广州车尾箱集市将何去何从 

68 “容缺上马”政企合作之车何以在飞驰中安全抵达——基于南岛市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平台建设的案例分析 

69 “三无村”何以走向“三金村”？——乡贤引领下的下山头村共富之路 

70 山火鏖战何以由乱到治？——政社有效互动视角下 C市应急救援行动“协”奏曲 

71 少跑腿、不张嘴，被“冷落”的线上服务缘何重新被公众采纳——以“爱山东 APP”为例看数字化政府建设 

72 社会组织如何创制环保政策？——“民间河长制”诞生记 

73 十年拆迁终落空，是病入膏肓还是寻医问药？——北京市 S区 W 小区的改造困局与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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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谁给我的孩子一个户口”——拨开“七年落户苦”的迷雾，探索被捡拾儿童的福利改善之路 

75 顺光宗耀祖之愿息胯下屈辱之怒：农村宗族冲突中基层政府于无解下求解——以江西省荷花镇牌坊兴建为例 

76 碎片化的安全监管如何治理？——街道网格员“吹哨”后的苦恼 

77 万载难修协同治——古城十年保护开发的困境与出路 

78 “网红村”的前世、今生与未来——小渔村“三生融合”乡村振兴实践 

79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公益模式下青少年自伤自杀干预的服务模型探究 

80 问水哪得清且畅，多元共治破困局——上海老旧小区供水改造协同共治案例研究 

81 梧桐引凤来:筑造人才生态圈，助推乡村全面——大水泊镇的人才振兴之路 

82 下沉的服务何以“悬浮”——光明县基层治理创新的持续性探讨 

83 线上诊疗“希冀”与“窘境”：Z医院“互联网+慢病诊疗”全过程治理之路 

84 小小订单不简单：四单机制化解社区治理难题——以南宁市龙象社区“智慧社区”治理为例 

85 “小竹编”筑牢“大梦想”——昆明市盘龙区水源保护区的绿色振兴之路 

86 协同联动漾起一城春水——全国文明城市评比第一名的“J县秘诀” 

87 新乡贤“嵌入”破困局，穷山沟长出“金佛莲”——“中国拱市”乡贤引领新内源式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88 选择“学而思”还是“思而学”？——基于政策执行网络视角看“双减”政策在 A 小学落地之困 

89 “研究生助力团”的帮扶致富经——校地合作“智力帮扶”的成功模式 

90 “一呼即为”何以成“无呼无为”？——H市 J街道党群智慧平台的形式主义运行分析 

91 “一湖一策”是“糊”还是“澈”？——滇池环湖“退花还粮”实践困局与迷思 

92 一块集体土地的前世今生——多元协同视角下集体土地建设难题破解路径研究 

93 “一业突破”引来“乡治新风”——破解留坝县“1+4+1”乡村治理模式成功密码 

94 用“共治共舞”解“技术负能”之困——服务剧场理论下的西安市 L 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分析 

95 员工房变员工访，企业福利何以成烫手山芋？——政企合作的困境与公共性政府的回归 

96 运河之上：从“谁来管”到“一起管”——大运河 531 天治污记 

97 在争议中前行：丰宁县“道德银行+爱心超市”模式的演变之路 

98 掌握善治的制度密码：把群众组织起来——霞光小区公共事物治理的华丽转型 

99 “政企农”合作困境——以桃县肉牛产业为例 

100 “智慧社区”的“下数上算”之路——以贵阳市超大型社区花果园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