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度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优秀研究成果拟入选名单
重 点 类

序号 科研成果名称 责任单位 第一作者 其他作者

1 聊城运河文献校注 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 周江涛 丁延峰、刘艾新、谢文博

2
山东石刻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与旅游开发研究
——石刻文物元数据标准与知识图谱框架构建

山东博物馆 高震 陈娟、卢民

3 山东省黄河流域民俗文化应用研究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潘鲁生 殷波

4 “山东手造”品牌研究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殷波

5
加快打造“好品山东”品牌的对策建议——学

习借鉴河南广西四川等省区经验做法
山东师范大学 蒋博文

6
黄河文化的理论创新与传承研究-以山东省菏泽

艺术学校为例
山东省菏泽艺术学校 翟崇歌 刘超、闫凯、李德领

7 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践与探索
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齐鲁
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服

务中心
高增光 柴德闯、崔洁、邱纯伟

8
推动中国（山东）—东盟儒学交流合作高质量

发展
德州学院 袁颖 马应心、张晓莉、杨艳冰

9 专著《孔府旧藏服饰研究--明代衍圣公卷》 孔子博物馆 徐冉

10 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策和路径研究 山东省古建筑保护研究院 于军 林圣杰、尉洪鑫、赵夫召

11 乾隆南巡与山东运河文化研究调研报告 济宁学院 高发香 孙琳琳、宋敏、王浩志

12
专著《黄河大系·绘画卷》

（古代卷）
山东艺术学院 曲刚

13
研究报告《文化+创意+业态——沂蒙手工艺传

承发展与品牌打造》
山东艺术学院 姜坤鹏 尚雅凡、徐云雪、李琳琳

14 金融助力山东省文化产业优化升级研究 潍坊科技学院 曹文娟 孙晓庆、蒋思雄

15 崂山摩崖石刻（碑刻）调查报告
青岛市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

局

青岛市崂
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

局

山东省文物工程公司

16
青岛老城近现代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创建与研究
青岛市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
提文凤 王建梅，王艺洁

17 《禹贡碣石考》 无棣县文化和旅游局 徐景江 郭云鹰

18
述往思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曲阜实

践
菏泽学院 刘亮

19 牡丹文化丛书 菏泽学院 尚宏芹 王冬梅、潘守皎、程日同

20
专著《运河古镇的遗产价值-空间网络效率设计

与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徐雅冰

21 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研究
济南市文物保护

利用中心
夏青云 王越、张爱红、王程

22 黄渤海历史文化故事（二） 中国海洋大学 马树华 景菲菲、任环宇、陈琳琳

23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与实践

逻辑
山东大学 邵明华 杨甜甜、李大伟

24
关于加快推进山东省黄河文化保护弘扬传承工

作的建议
山东大学 袁宙飞 马晓琳、胡锡俊、陈峰

25
尽快解决“特种兵”游客冬游威海出行痛点的

对策建议
山东大学
（威海）

夏辉 张龙云

26
基于齐鲁文化基因解码的山东黄河流域文旅融

合路径研究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李若赞 李家姮、李楠竹

27 明清山东运河河政、河工与区域社会研究 聊城大学 郑民德

28 漕挽纷华：明清以来临清城市空间研究 聊城大学 周嘉

29 秦风晋韵一馆收  聊城山陕会馆研究 聊城市文物事业服务中心 王庆友 无

30 编著《聊城美术志》 聊城市美术馆 李勇 任丽、王利珍



31
德州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在文旅融合发展中

的应用及研究
德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李启明 程小明、尚阳

32 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研究 德州市苏禄王墓博物馆 艾激光

33 齐鲁传统体育文化“基因解码”路径研究 德州学院 蒋慧 蒋李晖、曾祥峰、张慧敏

34
关于山东黄河流域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建议
山东财经大学 赵迎

35 关于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对策建议 山东师范大学 司文涛 刘佳芃、王思喆、房琪

36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定位与立法选择 山东大学 王敏

37 中国大运河文化传承研究 潍坊科技学院 孙汝

38 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台儿庄实践探索 台儿庄区文化和旅游局 孔维征 王清秀、蒋刚强、宋胜健

一 般 类

39
博物馆“农文旅”模式赋能乡村振兴研究——

以济宁市博物馆为例
任城区文物所 梁洪燕 王子峰、张鹏

40 优化产业布局，打造高质量县域旅游 梁山县文化和旅游局 王丽娟

41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丛书“跟
着孔子去游学”系列：《游学四孟》《游学圣
人故里》《游学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儒

家名言警句简释》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 陈晓霞

42 诸神的时代：汉代石祠画像叙事 山东博物馆 张露胜

43
文物三调——山东革命文物的典藏、保护和利

用
山东博物馆 李娉

44
《齐国历史故事》多语种读物（中英法俄日

韩）
淄博职业学院 张森 姜虹、张银成

45
关于加快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和红色旅

游融合发展的研究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

院）
马文才 刘强、贾永飞、李月娥

46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与嬗变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鲁春晓

47 “老字号”形象系统创新设计研究与实践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林宇峰

48
创新型齐鲁文化演艺与山东文旅新路径的融合

研究22WL（Y）238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杜春晓 张公明

49 著作：“图书馆+书院”阅读推广模式研究 山东省图书馆 孙晓明

50 城市红色文化影响力提升策略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 靳凯 甄珍、樊玉华、祝月盈

51
Cycling in Tibet: An analysis of 

tourists’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and 
infrastructure

山东科技大学 牟乃夏 张灵先、刘志文

52
旅游纪念品的手写字体效应：以非物质文化遗

产旅游纪念品为例
青岛大学 郭永锐 崔晓田、赵玉宗

53 山东省历史街区文化旅游活力营造研究 青岛理工大学 姜乃彬

54 太极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利用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赵为民 李哲、赵玉灵、王文雪

55
挖掘工业遗产再利用价值，打造体验式研学游

一体化的工业旅游新模式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郑  梅

56 山东传统戏剧类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 李磊 张艳、赵艳喜、卞辉

57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ourism Ecosystem 

Health in China
潍坊学院 卢飞 任怀国、翟兴龙

58 非遗传承与文创设计研究 山东管理学院 楚振龙

59 中国汉前四灵文化研究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许继莹

60
基于〈韩国文集丛刊〉考察徐福东渡与文化传

播
鲁东大学 陈佳 刘凤鸣

61 中国文化基因理论与实践研究 鲁东大学 尹鹏

62 青州模式：地域文化的产业效能转化案例 鲁东大学 曲家辉 曹曼

63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历史遗迹与文物保护研究报

告
山东财经大学 刘奇耀 朱欲晓、杨烁、石岩

64
乡村振兴战略下“景村融合”的模式构建与实

现路径—基于山东村庄景区化建设实践
山东财经大学 庞晶 李斌、陈杨、孔雪



65
沉浸式文化体验中的互动设计：核心机制与实

现路径
山东财经大学 杨芳 王晓辉

66
论文：行走在“孔子之城”——近代来华西人

的曲阜书写及对孔庙神圣空间的建构
山东师范大学 万方

67
旅游目的地感知对游客公民行为的影响——基

于山东、青海的实证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贾衍菊 祝铭瑶、孙凤芝、张娇娇

68
山城一体视角下泰安市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研

究
泰安市文化和旅游局 曲忠生 陈东田、张晓亮、孔祥虎

69
调研专报（2024）第14号【智库观察专刊】

——创新地理标志产品整合营销 促进烟台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

山东工商学院 冯韶华 孙嘉慰、张梦真

70
诸城市以文化旅游优势助力乡村文旅发展调研

报告
诸城市文化和旅游局 王晓磊 李雨霏、刘洁茹、孙忠磊

71 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图典
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

区服务中心
高增光 柴德闯、崔洁、邱纯伟

72
Low-Carbon Travel Motivation and 
Constraint: Scale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山东交通学院 戴友榆 谢安晋、楚金华、吴彦浚

73
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推进乡村特色产业
全面振兴——新时期峄城石榴特色产业“拾遗

”思考
青岛农业大学 李凤仪 李达、王宏达

74 山东省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专项调查实录 山东省古建筑保护研究院 郑洋坤 刘婷婷、娄永亮

75 非遗舞蹈艺术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山东艺术学院 王岩 王欣悦

76
产业融合视野下旅游新业态的产生机理、表现

形态与发展评价研究
潍坊科技学院 王洋 陈新霞、孙宝国、李兴军

77
以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促文旅深度融合——青

岛市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王斌

78 文旅融合背景下智慧博物馆建设研究 日照市文旅产业服务中心 周兴文

79
基于优秀乡土文化传承的乡村文化生态展示馆
设计策略研究——以“九扈印记”乡村文化生

态展示馆为例
滨州市吕剧演艺有限公司 孙宝霞 张凯、田静、崔琳

80 草根网红引流地方文旅的舆论风险及对策研究 菏泽学院 邵瑞 王萌

81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旅游规划与发展研究 菏泽学院 田福忠 王德信

82

Application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Urban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人机交互虚拟现实
技术在城市文化创意设计中的应用

菏泽学院 韩素娟 刘朔、任丽丽

83 山东省传统音乐数据库建设研究 济宁医学院 张红伟 郭莹、陈玲

84
斯文在兹——山东省儒家文物主题游径研究报

告
孔子研究院 刘续兵 徐宽、魏衍华、房伟

85 科技赋能山东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 弭宁 樊友猛、刘伟、王福祥

86
文化“两创”视域下山东半岛地区传统工艺类

非遗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冯娜 马克录、贾祥云、韩妮娜

87
大数据背景下用户视角的旅游APP服务效果评价

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赵莉 卢俏立、吴永春、吴学霞

88 《寻访济南传统村落》系列丛书 山东建筑大学 姜波

89
旅游直播如何影响冲动消费和持续观看意图—

基于数字可供性视角
山东建筑大学 何畅 毕玮、刘佳、王维

90 山东旅游调查分析报（2020—2021）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闫向军 张记高、刘秀娟、王鹏

91 长岛海洋生态文明旅游标准服务体系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荆晓玲 朱文博、黄海燕、牟云

92 数字文创产品AIGC本地部署开发与应用研究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朱文博 于俊杰、黄子恒



93 山东明清海防遗址调查报告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孟杰 周强、薛广平、詹森杨

94 新时代文旅导游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 黄映 孙凤芝、王洪岩

95
“泉·城文化景观”宣传推广与济南城市软实

力提升
济南市旅游宣传推广中心 叶玉琦

96 文旅政务新媒体绩效评价模型研究 济南市旅游宣传推广中心 卢现青 李秀娟、张颖、王洪岩

97 跟蒲松龄诗去旅行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光福 刘悦

98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赋能山东沿黄耕读文化特

色研学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褚宏祥 刘峥、付萌、徐红

99 文化记忆嵌入乡村振兴的路径与跨界实践 山东财经大学 郑燕

100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of integra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tourism in China
临沂大学 刘忠秀 谢爱良

101
仪式变革与合法性建构——以曲阜祭孔仪式的

恢复（1978-1988）为例
中国海洋大学 马天宇 王海洲

102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Tourism in China

中国海洋大学 王新越 王萌萌、芦雪静、郭利贞

103 李开先藏书、著述与刻书研究 山东大学 霍艳芳

104
旅游供应链整合、战略选择与旅游上市公司成

长性——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山东大学 孙平 康文青、周晓明

105 数字技术推动下动漫旅游融合发展与实践创新 山东大学 韩若冰

106
30 year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esearch relating to th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field

山东大学
（威海）

Haiyan 
Kong（孔
海燕）

Kangping Wang、Xuejie Qiu
、Catherine Cheung 

107

Analysis of Research Trends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Text Mining and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探索可持续发展中
可持续旅游的知识结构和潜在研究领域——基

于文本挖掘和语义网络分析

聊城大学
唐若菡

（Ruohan 
Tang）

Joonho Moon
Gyeong Ryun Heo
Won Seok Lee

108
“微专题”研学高质量发展的特色打造与体系

创新
聊城大学 康建军 李闪、王振鹏、邢永佳

109
推动全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关于“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全面提升文旅活力的

思考
临沂市文化和旅游局 高思圣  高源、孙亚卉、孙岳

110 银雀山孙膑兵法 临沂市博物馆 苏飞 彭梅、孙波、隋孟彦

111 基于蚁群算法的多目标最优旅游线路规划设计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翟淞 吕宁、李烨、房俊晗

112
沉浸式戏剧赋能文旅新业态—以大型沉浸式演

出“朝花夕拾”为例
淄博市文化馆 尹露 王楚文

113
红色研学资源提升青少年精神素养的多方冲突

机制及优化路径——以山东乳山为例
乳山市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

中心
刘文杰 赵俊明、段桂涛、李娜

114 丹心照汗青——郭永怀在1968 荣成博物馆 李波

115 城市视觉形象构建与传播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菅兴祝 李南南、查灿长

116 华不注山诗文全编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许浩

117 传统舞蹈的发展路径研究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孙萌 高阳

118 临清运河文化“两创”研究报告 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 黑子丹 张兴峰

119 吴钟八极拳 政协庆云县委员会
吴钟八极
拳编纂委
员会



120 山东省“八景”景名类型与空间特征研究 青岛理工大学 张安 陈菲、赵烨、隋玉正

121
多源数据硬合技术建筑精细化建模中的创新发

展研究
山东省文物工程公司 尚伟 王光生、杨小川

122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鲁绣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性

发展研究
齐鲁师范学院 程显静 王宇宇、李晓玉、董园园

123
基于中医药文化关注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实践

探索
山东中医药大学 曹婧 杨广杰、陈云、韩兴军

124
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潍坊科技学院 杜鹏 娄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