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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两河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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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聊城黄运两河文化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郑民德 聊城大学

2 大运河与明清时期聊城民风嬗变 罗衍军 聊城大学

3
黄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背景下南竹北移

研究
张玉录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4
“两河文化”遗存的现代性转述与现实应

用研究
赵存吉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5
聊城“两河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研究
胡梦飞 聊城大学

6
“两河文化”视阈下非遗进校园实践路径

研究
葛序风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7 黄运交汇处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高元杰 聊城大学

8 明清时期临清运河经济发展及当代价值研究 杨增美 市委党校

9 大运河聊城段驿传系统活化利用路径研究 姜颖 阳谷县文化和旅游局

10
“两河文化”视阈下高职院校激活“文化

生产力”的路径探析
董秀花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11 新时代区域文化遗产创新利用模式研究 王洪香 聊城大学

12
山东黄河流域民间艺术活态传承与发展研

究——以高唐木刻版画为例
王娜 聊城大学

13 黄河流域民族器乐文化研究 王敏 聊城大学

14
新时代“两河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路径研究
刘根成 东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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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聊城运河民间文艺传承发展路径研究 王友欣 市文联

16
“两河文化”视阈下聊城民歌传承创新路

径与人才培养措施研究
刘军 聊城大学

17 聊城大运河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张茜 聊城大学

18 黄河山东段地理变迁研究 康建军 聊城大学

19 聊城打造标识性全国文旅名片策略研究 蒋红帅 市交通运输局

20
聊城“两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与经济价值

研究
侯春莲 市图书馆

21 聊城地域文化助力黄河旅游路径研究 李远 市委党校

22
“两河文化”融入聊城文化建设的逻辑理

路和优化路径
魏泓茹 市委党校

23
聊城“两河”生态景观保护、传承和利用

制度研究
秦莉莉 聊城大学

24
黄河文化融入高校学生党建的逻辑理路与

实践路径研究
杨淑茜 聊城大学

25 山东沿黄地域历史文化群体研究 邢红静 聊城大学

26
“两河文化”赋能地方公共文化空间发展

路径研究
王瑞 东昌学院

27
地理信息技术解码建造模式赋能聊城地区

沿黄村落发展研究
于西昌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28
数字赋能视角下大运河聊城段文化带建设

与乡村文化振兴融合路径研究
张莉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29
大运河聊城段水工建筑遗产活态保护与文

旅融合发展研究
靖秀辉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30
沿黄河流域红色村落数字化保护与传承路

径研究——以阳谷县沙河崖村为例
于倩倩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31
大运河临清段古民居建筑的数字化应用与

旅游品牌建设研究
李敏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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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运河聊城段文化遗产研学旅行课程开发

研究
初燕云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33
协同发展视阈下“两河文化”赋能聊城革

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张哲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34
引黄济津水源地聊城段生态振兴的现实困

境及实践探索研究
孙玉荣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35 新时代高职院校弘扬黄河文化路径研究 韩秀婷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36
“两河文化”视角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

设策略研究
翟卉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37
数字化赋能“两河明珠”非遗美食品牌整

合营销路径研究
万娜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38 “两河文化”与聊城商圈经济融合发展研究 张翠萍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39
文化“两创”视域下高职动漫专业传承黄

河文化研究
冯孟静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40 数字技术赋能黄河文脉保护与传承研究 李展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41 大运河对聊城文化家族的影响研究 李瑞芹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42
聊城运河文化传承背景下高职院校廉洁文

化建设研究
范胜羽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43
“两河文化”背景下聊城市畜牧品牌建设

路径研究
孟晓彤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44
黄河文化视域下聊城市老年群体精神文化

建设路径研究
夏颖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45 聊城运河文化对城市发展影响及启示研究 王楠 聊城市技师学院

46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聊城“两河文化”传承

与传播路径研究
张守昂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47
“大思政”格局下两河文化融入职业教育

的实践研究
姜雪剑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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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两河”农耕文化融入中职劳动教育实践

路径研究
李稳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49 黄河文化融入中职学校德育教育研究 满东平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50 大运河聊城段饮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 李梦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51
青年志愿者在保护黄河公益活动中的价值

和路径研究
魏红梅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52 文旅融合背景下聊城运河旅游形象感知研究 宋扬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53
大运河聊城段历史街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利用路径研究
王立顺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54 东昌府木版年画在职业学校的传承实践研究 杨延虎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55 临清运河美食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淳俊青 临清市委党校

56
新媒体背景下临清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路径

研究
赵芬 临清市委党校

57 临清运河文化资源助力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黑子丹 临清市委党校

58 黄河文化融入地方特色阅读推广策略研究 刘丽丽 东阿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

59 聊城黄河文化旅游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刘春花 东阿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60
“文化生态”视阈下大运河聊城段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王淑会 茌平区文化馆

61
文化“两创”背景下山东梆子的传承发展

路径研究
杨香菊 茌平区委党校

62
“两河文化”融入聊城市文旅品牌塑造路

径研究
尉红梅 茌平区委党校

63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视阈下东昌葫芦文化

传承与创新研究
孟杭 东昌府区委党校

64
基于地域性非遗元素的博物馆文创应用研

究——以东昌府区博物馆为研究对象
翟婷婷 东昌府区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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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郎庄面塑传承保护

研究
王秋菊 冠县县委党校

66
聊城“两河文化”对周边地区文化辐射效

应研究
高莹 冠县县委党校

67 黄河流域民俗文化保护传承路径研究 张黎 冠县县委党校

68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黄河流域农业全产业

链增值路径探析——以莘县为例
王冬冬 莘县农业农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