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1.《数字赋能平台监管效能提升的实践路径与策略研究——

基于吴江区案例与模式创新的调研报告》（人文学院赴吴江

数字监管调研队） 

2.《数字乡村“统合式”治理的运行逻辑与实现机制研究—

—基于陕西省长武县的实地调研》（人文学院赴长武数字乡

村治理调研队） 

3.《田西“闲宅”，何以“焕新”？——基于 ArcGIS 与 AHP

层次分析法的对田西村闲置宅基地情况与盘活利用路径调

查研究》（水建学院赴田西村国土空间价值提升规划设计研

究实践团） 

4.《红色文化赋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调查与研究——以延

安革命老区为例》（植保学院赴延安革命老区乡村振兴调研

队） 

5.《数字技术提升农户生产效率路径研究——以陕西省留坝

县香菇产业为例》（经管学院赴陕西省留坝县数字技术调研

队） 

6.《科技助农新发展，乡村振兴向未来》（资环学院赴河南

南阳智肥瑞农团） 



7.《乡村稼穑情，振兴中国梦（资环学院赴陕西榆林市薯途

同归实践团） 

8.《关于周至县生态文明建设及秦岭保护情况的调研》（林

学院赴周至美丽中国实践团） 

9.《观黄河之治，悟青春使命——沿黄涉农高校学子于山东

省东营市黄河入海口观“大河之治”暑期调研》（动物医学

院赴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寻黄逐梦”实践团） 

10.《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户可持续

生计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留坝县为例》（经管学院赴陕

西省留坝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调研队） 

11.《关于少数名族文化符号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用的调研报告》（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构建策略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调研团队） 

12.《关于乡村基层工作幸福感的调查与思索——高平、合

阳、长武的“三农”启迪》（农学院赴山西高平“基层工作

人员职业幸福感”调研实践团） 

13.《关中地区传统村落的遗产价值评价及其活化利用机制》

（园林学院赴关中地区传统村落调研队） 

14.《社会化服务助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

现路径——以山东省临沭县双社联合土地托管模式为例》

（人文学院赴山东临沭土地托管实践团） 



15.《乡村振兴赴永利，青春无悔建新功 ——关于助力宝鸡

市永利村乡村振兴的调研报告》（化药学院赴永利调研队） 

16.《科技赋能，羊帆起航——宁夏滩羊科技小院模式下的

乡村振兴探索与实践》（农学院赴宁夏红寺堡区滩羊科技小

院产业调研团） 

17.《乡村振兴背景下关于陕西省石泉县富硒预制菜产业的

调研与分析》（食品学院赴石泉预制菜发展产业助力团） 

18.《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葛邵村锅烧豆腐产业发展现状与

对策研究》（食品学院赴陕西黄良科技支农实践团） 

19.《深耕基层助力乡村振兴，奔赴田野书写青春答卷》（园

艺学院赴合阳县沿黄涉农“大河之治”暨支教实践团） 

20.《扶风县特色产业识别及培育路径研究》（经管学院赴

扶风县特色产业帮扶队） 

21.《水史传承，雨鉴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沣西新城马

王社区雨洪水管理变化历程》（园林学院赴沣西新城雨鉴发

展实践团） 

22.《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现状的调查与研

究”》（水保学院“向阳而生，筑梦童心”实践团） 

23.《生态优先、特色赋能  拓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园

艺学院赴甘肃护河先锋实践团） 



24.《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及乡村振兴的调研报告——基

于陕西省佳县的个案分析》（动科学院赴佳县乡村振兴暨“大

河之治”专项实践团队） 

25.《关于黄河流域（延安、郑州沿黄地区）文化传承、治

理成效、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情况调研》（动物医学院赴延

安、郑州黄河流域“大河之治”调研团） 

26.《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新村民”的角色研究——

基于重庆市巴南区东温泉镇鱼池村的调研报告》（人文学院

赴渝“新村民”调研队） 

27.《乡村振兴背景下洋县黑米产业现状与发展策略分析》

（食品学院赴洋县黑米产业调研团） 

28.《心系粮安：秸秆还田对禾谷镰孢致病的影响》（创新

实验学院赴作物种植区真菌致病调研队） 

29.《人口结构对农村家庭生活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经

管学院赴杨凌农村生活消费碳排放调研队） 

30.《“统种统收分管”模式：以土地集约化经营模式赋能

新质生产力研究——以榆树市大川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为

例》（人文学院赴吉林榆树土地集约化经营调研队） 

31.《文旅赋能，向“新”而行》（资环学院赴杨凌田西村

教育发展实践团） 

32.《赋能国家地标产品 驱动特色富民产业》（动科学院赴

略阳县助力乌鸡产业发展队） 



33.《农村土地资源整合助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与效果

——以陕西省宝鸡市聚粮村为例》（经济管理学院沃野千里

调研队） 

34.《基于岐山非遗文化传承的深度探索》（学生会赴岐山

乡村振兴实践团） 

35.《生命学院赴安康开展中药材调研采样队调研报告》（生

命学院赴安康开展中药材调研采样队） 

36.《七彩农乡新画卷，乡村振兴注活力》（水建学院赴云

南曲靖乡村振兴实践团  ） 

37.《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中药材产业发展调研报告》（生

命学院赴安康开展中药材发展调研队） 

38.《陕南地区农副产品加工与乡村振兴困境及对策建议—

—以西乡县、石泉县为例》（食品学院赴陕西省汉中市西乡

县产业振兴实践团） 

39.《牧源智兴—临洮县中小型养殖场智慧化改造》（农学

院赴临洮智慧牧场改造实践团） 

40.《农村地区诉源治理主体作用发挥情况的调研报告——

以宝鸡地区为例》（人文学院赴陕西省宝鸡市农村诉源治理

主体能力专项调研队） 

41.《培养新型农民  助力乡村振兴》（水建学院赴陕西宝

鸡乡村振兴实践团） 



42.《水保学院赴贵州支教团调研报告》（水保学院赴贵州

支教团） 

43.《陕西省各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生制度调研与展望》（理

学院团队调研陕西省各高校预科制度） 

44.《追寻列子足迹，探访列子文化》（农学院赴河南圃田

调研队） 

45.《数字化乡村背景下杨凌农科城数字形象设计与应用研

究》（园林学院赴杨凌农科城数字形象设计与应用实践团） 

46.《黄土丘陵区玉米生长限制因子分析与提质增效方案》

（水保学院赴黄土丘陵区玉米生产调研队） 

47.《遗产数字化赋能宝成铁路启新章》（园林学院赴宝鸡

市宝成铁路工业文化遗产调研队） 

48.《沿黄河流域各特色村庄的产业发展调研与分析》（理

学院赴甘肃白银调研实践团） 

49.《新时代以来若尔盖县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的实践探索》

（信工学院赴黄河流域实践团） 

50.《生命学院赴咸阳市长武县调研队调研报告》（生命学

院赴咸阳市长武县调研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