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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专项课题立项名单

序

号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推荐单位

1
聊城市红色资源优势赋能乡

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
史成华 市委党史研究院 市委党史研究院

2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聊城地方

文化传播的策略研究
高原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

域下聊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研究

王庆友
市文物事业服务中

心
市文化和旅游局

4
聊城市运河文化助推经济发

展路径研究
陈丽华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5 聊城市城市书房发展研究 孟伟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6
“两河明珠”城市品牌塑造的

文化策略研究
牟丛 市委党校 市委党校

7
聊城文博场馆活化创新路径

研究
崔翔

市文物事业服务中

心
市文化和旅游局

8
聊城市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

护传承对策研究
王艳 市委党校 市委党校

9
文旅融合视角下打造聊城特

色文化品牌策略研究
王颖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10
古籍文献中有关聊城的古诗

文研究
王红妹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

11
聊城区域文物活化利用路径

研究
张秀民

市文物事业服务中

心
市文化和旅游局

12
大运河聊城段音乐文化传承

推广对策研究
韩银亮 市文化馆 市文化和旅游局

13
聊城市中小型文物建筑博物

馆化路径研究
袁保明 市博物馆 市文化和旅游局

14
聊城契约文化博物馆馆藏契

约文书研究
田利芳

市文物事业服务中

心
市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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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免费开放服务视角下傅斯年

陈列馆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宋茜 市傅斯年陈列馆 市文化和旅游局

16
光岳楼文物活化利用与文旅

品牌塑强的实践探索
李福红

市光岳楼管理服务

中心
市文化和旅游局

17

打造“儿童友好型”博物馆路

径研究——以聊城运河文化

博物馆为例

赵铮
聊城运河文化博物

馆
市文化和旅游局

18
群众文化视域下美育教育普

及与发展研究
李桂芝

市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
市妇联

19
文化产业赋能聊城高质量发

展路径研究
魏玉梅 市文联 市文联

20
聊城名人名胜题咏诗文旅应

用研究
王鲁斌 市新闻传媒中心 市新闻传媒中心

21

地方主流媒体视频号创新传

播路径研究——以聊城市为

例

侯莎莎 市新闻传媒中心 市新闻传媒中心

22
融媒体视域下聊城网络评论

工作机制研究
张英东 市新闻传媒中心 市新闻传媒中心

23
聊城市义务教育生源规模预

测及应对策略研究
王玉春

市教育考试与教学

研究院
民革聊城市委会

24
校园网络舆情管理处置方法

研究——以聊城市为例
吴国铨

市网络安全监测与

技术服务中心
市委网信办

25
新时代讲好聊城故事的“两

创”路径研究
李文展 市委讲师团 市委讲师团

26

大运河贯通背景下明清东昌

府地区农业开发与商品贸易

研究

王玉朋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27
聊城木版年画：文化旅游数字

化推广与传承策略研究
孙丽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28

加强聊城对国际友城精准传

播研究——以韩国宜宁郡切

入

乔娟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29
聊城鱼山梵呗文化发掘与对

外交流研究
渠海霞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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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人工智能融入聊城红色文化

传承发展的路径研究
杨淑茜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31
聊城运河文旅产业品牌打造

对城市形象再塑造研究
栾志理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32
聊城市地理标志农产品与文

旅产业融合路径研究
康建军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33

聊城特色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融入中小学体育教学的路径

研究

王涛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34
新时代东昌葫芦雕刻题材传

承与创新研究
王蕾蕾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35
聊城运河文献与运河文化体

验廊道建设研究
周广骞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36
文化“两创”视域下聊城运河

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教育研究
张晓冬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37
大运河聊城段回族民族饮食

文化资料整理与研究
布乃静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38
杨保彝对海源阁藏书贡献度

研究
刘敏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39
“两创”视域下聊城运河音乐

文化研究
李星辰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40
礼津木刻：东昌府木板年画中

礼仪符号探究
岳彩静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41
傅斯年历史著述的史料来源

研究
刘春强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42
鲁西黄河体育在研学实践教

育中的融合模式研究
宋博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43
文旅融合背景下聊城运河古

镇旅游开发研究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44
元宇宙技术赋能聊城社区体

育活动研究
洪超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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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文物考古视野下的鲁西地区

民俗文化研究
刘昕 山东师范大学 市文化和旅游局

46
聊城乡镇综合文化站创新发

展研究
李玉鹏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阳谷县委宣传部

47
青年化文旅背景下聊城市非

遗文化品牌建设研究
王蓓 东昌学院 东昌学院

48
聊城非遗文化在高校美育中

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罗兰 东昌学院 东昌学院

49
文化传承视角下高校设计专

业服务乡村振兴模式探索
郭琳 东昌学院 东昌学院

50

文旅融合背景下聊城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策略研

究

刘田田 东昌学院 东昌学院

51
“两创”视阈下聊城城市文化

传播路径研究
刘珊珊 东昌学院 东昌学院

52
聊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路径研究
孙丽秀 东昌学院 东昌学院

53
文化“两创”视域下赋能“两

河”非遗传播研究
张阳 东昌学院 东昌学院

54
聊城市乡村特色优势产业高

质量发展研究
王聪聪 东昌学院 东昌学院

55

职业教育适应性视角下高职

院校高质量充分就业策略研

究

张琪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56
聊城市高校创业教育生态培

育体系构建研究
王学强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57
基于 CAS 视域的高职院校学

生就业能力提升研究
叶佳语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58
聊城市婴幼儿托育服务从业

人员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朱士菊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59
社科“云科普”文化传承发展

实践路径研究
赵科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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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基于文化传承的高职学生工

匠精神培育策略研究
许小春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61
乡村振兴战略下聊城农耕文

化传承发扬路径探究
李晓平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62
数智化背景下聊城市文化旅

游业升级策略研究
王雪平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63
“双创”背景下聊城非遗文创

产业发展研究
李正大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64
以“两个结合”增强“两河明

珠”城市文化自信路径研究
杜琳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65
大众健身操赋能聊城“漫生

活”城市建设路径研究
范晓敏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66
数字化背景下聊城名人文化

资源保护利用研究
李雁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67
东昌府木版年画延展应用设

计研究
刘静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68

文化“两创”背景下聊城历史

文化名城资源融入职业教育

路径研究

贾新鲁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

学校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69
聊城终身学习型社区创建研

究
王静华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党群工作

部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宣传

办

70
聊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助推乡

村振兴路径研究
罗静 市委党校 市委党校

71
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聊城乡

村振兴路径研究
杨红 东昌府区委党校 东昌府区社科联

72
聊城市乡村“一老一小”文化

需求研究
胡海洋 东昌府区委党校 东昌府区社科联

73
全域旅游视角下聊城市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王菲 东昌府区委党校 东昌府区社科联

74

聊城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

展路径研究——以东昌葫芦

为例

孟杭 东昌府区委党校 东昌府区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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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聊城宋金元磁州窑瓷器纹饰

的人文精神创新研究
于中胜 东昌府区博物馆 东昌府区社科联

76
聊城市出土唐代文物活化利

用研究
李燕 东昌府区博物馆 东昌府区社科联

77
职业教育视域下聊城非遗创

新发展与产教融合研究
殷子峰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市委统战部

78
临清运河钞关片区文化传承

与保护利用路径研究
李赛南 临清市博物馆 临清市社科联

79
聊城市普惠托育园教育场景

要素适配研究
任君保

山东中智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聊城高新技术开发区党群

工作部

80
创新人事档案信息化建设策

略研究
侯淑英 临清市档案馆 临清市社科联

81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

思自由观探析
庞荣昌 临清市委党校 临清市社科联

82 东阿王凤轩唐墓研究 张楠楠
东阿县文物事业发

展中心
东阿县委宣传部

83
村史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研

究
徐杨 莘县文化和旅游局 莘县县委宣传部

84
聊城公共图书馆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实践路径研究
田晓燕 莘县图书馆 莘县县委宣传部

85
黄河文化高质量发展视阈下

高唐黄河故道文物工作研究
纪善勤

高唐县文物服务中

心（高唐县博物馆）
高唐县委宣传部

86
全媒体赋能茌平乡村文化振

兴路径研究
王云 茌平区融媒体中心 茌平区委宣传部

87
聊城市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模

式与路径研究
周圆圆 茌平区图书馆 茌平区委宣传部

88
媒体融合赋能聊城市黄河文

化高质量发展研究
杨光鹏 茌平区融媒体中心 茌平区委宣传部

89
黄河流域农耕文化融入小学

生劳动教育研究
刘春霞

茌平区第一中学附

属小学
茌平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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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融媒体视域下运河非遗“平调

秧歌”传播路径研究
刘明明 茌平区委宣传部 茌平区委宣传部

91
基于图书馆资源的运河文化

数字化保存与传播研究
徐霞 茌平区图书馆 茌平区委宣传部

92
道口铺街道非遗文化传承发

展研究
苏敏

东昌府区道口铺街

道办事处
东昌府区社科联

93
文旅兴市背景下聊城“两河”

文化发掘与传承路径研究
楚婉晴 东昌学院 东昌学院

94
“茌平剪纸”在中小学的传承

教育研究
田田

茌平区教育和体育

局
茌平区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