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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巢湖中心组织非遗社团参加“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

为提高大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识，唤起学生参与非遗传承保护的自觉

意识和行动，4月7日，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文联共同主

办的“文化名家进高校”暨“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在图书馆南门广场拉开序幕

。环巢湖中心组织下辖非遗社团成员积极参加现场交流学习活动。

在“非遗进校园”活动的现场上，非遗社团精心安排，通过现场展台呈现了

社员们优秀剪纸、刻纸和泥塑作品，并准备了红宣剪纸、剪刀、刻纸和刻刀等材

料，让同学们现场体验了剪纸和刻纸。

环巢湖中心研究员、非遗社团指导老师杨帆和同学们与现场国家级和省级非

遗传承人进行了热烈的交流，接受了现场的新闻采访，部分社员现场学习剪纸、

手撕纸等非遗技术。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手撕纸技艺）传承人孔明惠还为社

团手撕出“非遗”二字并赠送给社团，社团也十分感谢这份礼物会把礼物永久保

存。

庐阳剪纸传承人席志扬老师现场教学，指导同学们剪出了精美作品，并鼓励

社团成员热爱非遗文化，争做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旗手。

参与“非遗进校园”活动后，社团成员们受益匪浅，非遗传承不应只在书本

上，而是鲜活真实地在我们身边，大家一致认为要学习非遗传承人的工匠精神，

脚踏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扬工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添砖加瓦。

二、行走的课堂：用好育人资源师生共讲党课

6月7日，旅游管理学院60余名入党积极分子暨环巢湖红色文化育人班学员集

聚在环巢湖文化展馆，中心研究员和展馆讲解员共同为入党积极分子上一堂地域

文化课。

中心研究员邓其志详细向学员介绍了基地的建设情况和书库的图书情况。随

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员们整齐有序地走进环巢湖文化展馆，依次参观了“

古巢湖文明”“吴风楚韵”“风流人物”“灵山秀水”“地方风物”“传承发展

”等六个小展厅，通过聆听讲解员介绍、浏览一幅幅图片、参观一件件展品，学

员们领略了环巢湖丰富的文化资源，增强了爱校荣校情感。在参观到环巢湖红色



文化内容，中心研究员邓其志现场为大家讲了“巢湖三将军”的故事，结合正在

开展的主题教育，希望大家能从环巢湖红色文化中汲取力量，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早日加入党组织。

近年来，环巢湖中心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发挥科研平台优势，把环巢湖

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红色文化融入到育人工作中，让红色基因在学校一代代学子

中得到传承。

三、校党委书记周峰来环巢湖文化展馆调研指导工作

6月7日下午，学校党委书记周峰在办公室主任、化材学院党委书记陈和龙，

旅游管理学院班子成员洪作奎、邓其志等陪同下，来到环巢湖文化展馆调研展馆

的育人作用发挥情况。

在环巢湖文化展馆内，在科普讲解员的介绍下，周峰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古

巢湖文明”“吴风楚韵”“风流人物”“灵山秀水”“地方风物”“传承发展”

等六个展厅。

周峰强调，要以主题教育为契机，充分发挥环巢湖文化资源富集优势，创新

方式方法, 把环巢湖区域文化优势转化为育人资源优势，为育人工作提供深厚文

化滋养。在调研期间，周峰亲切地走进旅游学院第25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员

中，和学生共同感受环巢湖地域文化的魅力。

四、环巢湖中心一行赴民盟合肥市委开展座谈交流

近日，环巢湖中心一行赴民盟合肥市委开展合作对接座谈会。民盟合肥市委

专职副主委胡平，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张甦，部分文化界盟员代表参加座谈会。

会上，胡平代表民盟合肥市委对旅游管理学院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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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若欣对民盟合肥市委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对其在参政议政等方面取得的

成绩表示敬佩。她指出，环巢湖中心就是以服务“环巢湖”为重点，为区域旅游

经济文化发展提供 人才、科技和智力支持。她希望，通过与民盟合肥市委的合作

对接，进一步推进双方科研 协作、资源共享，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实

践问题、理论问题，开展应用对策研究，为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和决策参考。

五、环巢湖研究中心张安东教授赴唐山市相关高校、文博部门调研搜

集大运河相关资料

中国大运河是古代中国境内的重要交通通道，对古代商品或其他文化元素在

中国内地 的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代，中国大运河作为全球“世界遗产名录

”中的一员，同样发挥着联通世界的桥梁作用。从隋唐至19世纪，大运河整合中

国南北经济，扩大了物资流 通规模，奠定了庞大帝国运行的基础，大运河连接起

广阔的帝国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物资流 通， 国家内部的物流体系通过漕运统一到

京杭大运河，与欧洲“大航海时代”相对应。加 强大运河研究，系统地整理大运

河史料，从水利史、社会史、政治史等不同角度深化古代 中国转型研究，在明晰

当代大运河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助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国大运河 的历史文脉既

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形象，又是中华文化形成的历史景象，还是实现国家认同

的重要纽带。使用大运河这样的巨型河流文化符号，呈现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

音，讲好中国故事，意义深远。

张安东正在参与大运河文化传承与保护项目研究。唐山市是历史上大运河重

要流经地 , 留有大量遗址及资料。由于项目研究需要采集大量大运河资料，其于

7月11-18日去唐山 市博物馆、唐山市图书馆、唐山师范学院、唐山学院等高校、

文博部门调研、查阅、复制 大运河相关资料。通过调研，张安东不仅对隋唐大运

河文化等相关问题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而且对大运河文化传承与保护项目的深

入研究形成了新的见解与思考。



六、环环巢湖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一行赴黄山学院旅游学院

学习交流

为学习借鉴兄弟院校科研平台管理先进经验，增强学校与地方交流与合作，

促进校际和谐关系构建，9月27日，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雷若欣带领环巢湖文化

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一行赴黄山学院学习交流。

黄山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金声琅对中心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带领参观

了该学院 在地方遗产保护与旅游活化传承、数字文旅产业创新管理、“大黄山”

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建设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展。随后，双方就科研平台建设、学科

建设、科教融合、科研团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充分交流。

雷若欣对黄山学院旅游学院的热情接待和经验分享表示衷心感谢。她表示，

黄山学院在学科发展、特色方向凝练、科研团队打造等方面的宝贵经验非常值得

学习和借鉴，希望今后双方能够加强合作与交流，并为旅游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共

同努力。

此次调研，两院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为今后推进深入合作与加强交流奠定了

良好基础, 双方还就科研平台合作共建等事项进行了交流。

七、副校长丁俊苗赴环巢湖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指导工

作

为进一步促进科研平台提质增效，健全完善科研平台管理体系，9月28日下午

，副校长丁俊苗在科研处处长姚磊等陪同下赴环巢湖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

心开展调研工作。中心研究员雷若欣、朱学同、邓其志等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丁俊苗首先听取了雷若欣关于2023年中心学术委员会的调整方案、“

环湖十红”与“环湖十绿”建设方案、中心建设成果、存在的问题与下步举措的

详细汇报。

丁俊苗充分肯定了中心的建设方案及其取得的成绩，并对中心下一步发展提

出了具体要求。他强调，要以科研项目为抓手，每年结合“红色”、“绿色”研



究重点向全社会发布相 关研究课题；要博采众家之长，形成跨学院、跨学校长效

合作机制；多关注现实问题，围绕 “十红”“十绿”做好环巢湖地区红色文化、

生态文化、活动产业的研究与服务，形成一批 特色鲜明的成果；要提高成果转化

意识，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提高塑校育人成效。

此次调研不仅体现了学校对中心建设的高度重视，也为中心的未来发展指出

了努力探索的方向。后续，中心将进一步整合研究力量，坚持科技赋能，创新进

取，务实拼搏，持续增强中心的科研凝聚力和服务地方功能，进而推进中心各项

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

八、环巢湖中心组织2023年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系列学习活动

为了让中心研究员更好地了解学术规范，提升科研质量，环巢湖中心近日组

织了2023年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系列活动。

首先，中心组织教师学习了《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读本》，在详细了解学术

道德、学术 规范、学术不端、科研诚信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中心研究员职业

道德提供了可能。其次，组织研究员进行研讨活动，通过分析、研讨“引用不当

、图片剽窃、数据剽窃”等学术不端案例，进一步夯实中心研究员的科研诚信意

识。

未来，中心希望全体研究员能够坚守原则、恪守规范，守好“底线”，为营

造风清气正的科研平台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九、环巢湖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一行赴合肥学院共商“环巢

湖流域历史文化资源整理与高质量发展”省级协同创新项目申报

为进一步加强中心平台建设，增强校际、校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10月5日，

巢湖学院副 校长朱定秀一行前往合肥学院共商“环巢湖流域历史文化资源整理与

高质量发展”省级高校协同创新项目申报事宜。会议由合肥学院校长吴春梅主持

，巢湖学院副校长朱定秀教授、安徽大学张崇旺教授、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夏冬



波处长及巢湖学院、合肥学院部分教师代表参加了座谈。

会议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号召，深入推进环巢湖红色文化研究，进一步彰显红色文

化对推动环巢湖区域发展的作用，助力安徽“建设全国红色文化传承地，扩大安

徽红色文化影响力”的目标。最后，她希望与会专家畅所欲言、发表真知灼见，

共同为环巢湖红色资源挖掘与文旅产业发展出谋献策，推进环巢湖区域经济社会

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

安徽省地方志学会会长王国健在致辞中指出，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瑰宝

，有着丰富独特的内涵和价值。他希望，相关学者深挖蕴含在地方志中的红色资

源，着力将红色记忆梳理出来，将红色事迹展示出来，将红色文化宣传出来，将

红色精神阐释出来，助力红色文化旅游产品开发。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副局长查华在致辞中向长期致力于研究和弘

扬环巢湖文化、推动环巢湖旅游发展作出贡献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表示诚

挚的敬意。他指出，此次会议的召开对推进环巢湖文化与环巢湖旅游共生共荣，

推动环巢湖红色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建议，要深入

研究，推出一批环巢湖文化与环巢湖旅游相结合的优秀成果；要统筹规划，推出

一批重大项目；要精心设计，推出一批活动平台。

十一、环巢湖中心一行参加2023《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

10月19日至22日，由安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主办，安徽师范大学地理

与旅游学院、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旅游学刊》编辑部等承办的《旅游学刊

》第十二期国际旅游研究高级研修班、2023《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在芜

湖市举办。

会议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来自北京大学、中山

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150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了此次

大会。环巢湖中心副主任雷若欣带领8名研究员参加了本届年会。

与会专家围绕主题，讨论如何推动中国旅游研究，构建旅游学自主知识体系

，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

量。期间，听取了复旦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中国



学术的自我主张》、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旅

游研究的目标、策略与方法——来自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实践报告》、北京师范大

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戚聿东《数字经济与企业变革》、北京大学社

会学系主任、教授周飞舟《城乡融合发展与县域社会》、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

游学院教授陆林《构建旅游学的地域类型知识体系》等主旨报告。

随后，研究员杨仲元老师在分论坛作了《城市会展旅游资源开发潜力指标构

建及实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的交流发言。在圆桌论坛中，中心研究员分别

就“地方文旅发展经验与模式”“旅游教育与学科未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

教材建设”等主题参与了研讨。

会后，研究员们纷纷表示参加此次《旅游学刊》年会，收获颇丰，对旅游研

究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十二、巢湖学院举办“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环巢湖乡村生态休闲与康

养旅游”学术研讨会

为积极助力环巢湖地区乡村振兴和旅游发展，11月17日至19日，由巢湖学院

、安徽省旅游学会主办，环巢湖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长三角一

体化背景下环巢湖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学术研讨会在巢湖隆重召开。来自

复旦大学、临沂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和南京文联、绍兴上虞区党

校、安徽省旅游学会等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实

体代表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环巢湖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明

主持。

11月18日上午，会议举行了开幕式。巢湖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丁俊苗出席

开幕式并致欢迎辞。他代表学校向来自全省各地的专家学者表示了热烈欢迎，并

介绍了学校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建设等情况。他指出，巢湖学院正在

整合集聚全校人文类学科研究力量，推动开展环巢湖“红色文化”和“生态可持

续”方面专门研究。他希望与会专家畅所欲言、发表真知灼见，为全面落实《中



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文旅融合彰显徽风皖韵加快建设高品质旅游

强省的意见》，为全面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增添强劲动能。

安徽省旅游学会常务副会长徐华玉到会致辞，并对本次大会的召开表示诚挚

的祝贺。他指出，要遵循市场发展趋势，将旅游、休闲及度假旅游以及文化、生

态与旅游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跨行业、多学科、大视野研究，以为促进环巢湖地

区现代旅游协调、健康发展建言献策，助力乡村生态休闲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

大会分主题报告和交流发言两个阶段进行。在主题报告阶段，安徽师范大学

陆林教授、滁州学院王钦安教授、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凤卓副教授、合肥市文化和

旅游局二级调研员俞晓华分别以《旅游引导城市群乡村-生态空间演化研究》《

基于游客体验的环巢湖康养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与提升研究》《长三角地区国家级

传统村落的旅游竞争力综合评价及分析研究》《发展乡村旅游 推动乡村振兴》等

为题，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新时代的乡村旅游发展动态，分享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

果，并提出诸多研究问题和建设性意见。

大会交流发言分两个环节进行，第一环节由安徽师范大学陆林教授主持与点

评。合肥学院张业臣、中国旅游研究院卫晨、巢湖学院杨仲元、安徽财经大学江

飞等学者分别以《持有价值还是分配价值？——价值对国家公园游客环境行为的

影响》《巢湖旅游与主客共享：共建生态旅游新模式》《山地城市生态系统研究

体系构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环巢湖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等为主题作了

交流发言。陆林教授从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主题等角度进行了点评，为进

一步完善和修改研究成果指明了方向。

交流发言的第二阶段由滁州学院王钦安教授主持与点评。合肥学院姚静静、

巢湖学院过慈明、刘斌、储小乐分别以《三农短视频与文旅融合能够促进乡村经

济发展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环巢湖地区大力发展荷花经济的可行

性研究》《<吴船录>视域中的宋代长江沿线休闲旅游资源分析》《环巢湖乡村价

值符号体系建构研究》等为题进行了交流发言。王钦安教授从文旅业绩、生态文

明思想内涵、旅游资源分类等角度对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补充与指导。

环巢湖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朱明作了会议总结，他对各位领导、专

家和学者莅临会议指导表示衷心感谢，认为本次研讨会“实在有用、发人深思、



有利合作”。后期，中心将及时总结专家们的好意见，找准研究切入点，从社会

关切面出发，以点带面集中优势力量，为实现环巢湖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智力支持。

经过两天来热烈的探讨与交流，本次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受到与会学

者们的一致好评。会议还特别编撰了论文集，汇集了省内外诸多学者们最新的研

究成果，为彼此搭建了充分交流、共享与分享的平台，进而以会会友、牵线搭桥

、协同推进，为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尤其是环巢湖区域的乡村生态休闲旅游业发展

积极贡献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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