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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年度南通市社科研究课题
（文化专项）立项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 位

1 江海文化探源与内涵研究
A.杨 伟 南通市委党校

B.张 琦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2 考古视域下江海文化起源研究 虞金永 南通大学

3 江海文化特质研究 罗达峰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4 江海文化发展历程研究 孔令利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 典籍里的江海文化发展历程研究 赵 雯 南通市图书馆

6 江海文化与周边文化比较研究 吴明圣 南通职业大学

7 江海文化与大运河文化比较研究 姜海君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8 推进江海文化历史文献整理研究 杨 丽 南通市图书馆

9 历代《通州志》所载南通历史人物著述考辨 孙希国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10 张謇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 王 梦 南通大学

11 江海文化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 钮 虹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2 江海文化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以沙元炳《志
颐堂诗文集》为例 王剑莹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3 江海文化民俗学研究
A.吴昊翔 通州区图书馆

B.陈媛媛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4 江海文化民俗溯源研究——以南通童子戏为例 邴 柠 江苏省南通中学

15 改革开放以来南通民俗变异研究 沈志冲 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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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江海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A.李 旭 南通大学

B.黄千千 启东市委党校

17 口述史在江海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实践研究 李 强 南通大学

18 南通地区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李章彦 南通开放大学

19 南通稻作文化保护与利用研究 李世峰 南通市农业农村局

20 南通园林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徐雨澄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21 基于江海农业遗产谱系角度的江海文化遗产保护
与利用研究 张 娟 南通大学

22 江海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以南通市崇川
区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胡涓华 南通开放大学

23 南通地区近代工业遗存价值评价与保护规划研究 孟 翔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4 可视化视角探索张謇工业遗产保护策略研究 刘振玲 南通理工学院

25 南通地区方言的形成演变和传承保护研究 陶国良 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

26 南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张启祥 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27 如东县掘港国清寺遗址出土晚唐莲瓣纹瓦当研究 康 津 如东县博物馆

28 公共空间中的非遗数字化叙事：文化资源活化与
传承的新路径 刘春辉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9 江海染织类非遗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张圆君 南通大学

30 江海文化与现代社会融合研究 李潇潇 启东市委党校

31 江海文化背景下心理服务品牌的创建研究 葛振华 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32 江海文化基因与南通近代商业模式的演化研究 郁 珏 九三学社南通市委员会

33 江海文化视域下青少年美育发展路径研究 汤 建 南通市文化馆

34 江海文化在南通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研究 丛顾俊 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35 南通城市更新中的文化记忆保护与再生路径研究 陈卫东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36 城市更新推进文化传承和活化利用——以南通
唐闸近代工业遗存为例 李映晓 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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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基于江海文化的数字化文化空间建设研究 朱洁皓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38 江海文化与城市品牌建设研究
A.张利萍 南通市委党校

B.陈海燕 启东市委党校

39 南通推动“江海品牌”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王 建 南通市统计局

40 江海文化构建南通城市品牌形象路径研究 高 姝 启东市委党校

41 江海文化语境下的南通近代商业伦理与商业精神
研究 张文成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42 江海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研究

A.闫 莉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B.陈倩雯 南通市委党校

C.陆潇潇 南通卫生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

D.韩路雨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3 南通打造全国知名江海文化旅游目的地对策研究 周智炜 崇川区融媒体中心

44 南通“农文旅”创新模式与路径选择研究 王红霞 南通市文化馆

45 南通文旅与人文经济发展互融共生研究 倪 禹 南通市文化馆

46 AI 时代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研究——以南通高端家纺为例 赵 芹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7 基于张謇“啬”精神的南通乡村旅游集聚区营造
模式研究 马 程 南通大学

48 江海文化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应用研究
A.高彦婷 南通职业大学

B.沈小虎 南通理工学院

49 江海文化赋能工业遗产类创意产业园的优化路径
研究 王少琛 南通大学

50 江海文化与文化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宋 扬 南通大学

51 江海文化传承机制研究

A.陈玉君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B.任海华 南通职业大学

C.梁同波 南通卫生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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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江海文化传承创新及现代价值研究 刘 琰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 南通非遗保护传承与博物馆融合发展研究 郭小川 南通市文化馆

54 地方高校赋能江海文化传承路径研究 高 纯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5 江海文化创新路径研究

A.杨 帆 南通职业大学

B.陈 露 启东市委党校

C.张文冬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6 如皋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王小芳 如皋市委党校

57 南通刺绣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李守振 南通职业大学

58 繁荣江海文化建设南通文化强市策略研究 高 敏 南通市文化馆

59 人工智能赋能江海文化创新发展的模式与实践
研究 王继曼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0 江海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吴 波 南通卫生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

61 江海文化与南通生态环境耦合研究 于 丹 南通职业大学

62 江海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A.羌 毅 南通职业大学

B.袁 丹 启东市委党校

63 江海文化与南通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策略研究 马 斌 南通理工学院

64 江海文化在南通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陆胜利 南通市委党校

65 南通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葛鸣珏 南通市统计局

66 江海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A.沈思远 南通职业大学

B.徐建群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67 南通文化品牌营销策略研究 季菲菲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68 江海文化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A.王天昱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B.段正芝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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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江海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A.穆 康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B.姜彦杨 南通市委党校

C.毛鑫垚 南通理工学院

70 构建江海文化国际传播合作机制研究 侯美玲 南通职业大学

71 江海文化国际传播产品工程建设研究 徐 耀 南通市图书馆

72 江海文化国际传播叙事模式与文化认同构建研究 沙昱璇 南通理工学院

73 南通非遗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孙 怡 南通市文化馆

74 短视频赋能江海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尚文艺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75 国际视野下江海文化价值挖掘与提升策略研究 印 梅 南通大学

76 南通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实践与创新路径研究
A.赵春霞 如东县委党校

B.韩文甲 南通市图书馆

77 南通创建全域文明城市后向建设城市文明转型
研究

A.吴 洁 南通大学

B.叶爱山 南通理工学院

78 中国美术“南通现象”转化为城市发展软实力
研究

A.陈金屏 南通市文化艺术创作
研究中心

B.童兴强 南通大学

C.王荪琦 南通卫生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

79 文化品牌视角解构中国美术 “南通现象”研究 管蓓莉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0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高质量发展研究
A.康晓婷 海安市委党校

B.吴鸭珠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81 数字赋能乡村文化推动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A.倪俊杰 启东市委党校

B.陆柳延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82 数字赋能乡村文化发展路径研究 李 娜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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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数字赋能乡村文化发展实践研究 丁 云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84 数字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研究
A.罗 清 南通理工学院

B.丁 佳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5 “乡村网红”助力南通乡村振兴实践研究 李 智 南通市文化馆

86 图书馆智慧服务振兴乡村文化路径研究 季丰吉 南通市图书馆

87 现代科技赋能博物馆发展实践研究 李宗康 南通博物苑

88 博物馆数字化转型对策研究 周建川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89 博物馆数字化转型与资源共享对策研究 费鸿虹 南通大学

90 AI 技术与博物馆资源利用策略研究 缪俞蓉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91 高效整合文化资源和用好现代科技手段推动
博物馆活力提升对策研究 刘 玲 南通大学

92 整合文化资源用现代科技让非遗沈绣再放异彩对
策研究 李 燕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93 基于数字人的博物馆展览互动模式研究 姚 超 南通大学

94 环濠河博物馆群数字化升级对策研究 钱 程 南通职业大学

95 数智背景下南通博物馆文化资源整合路径研究 潘 骁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96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博物馆展品活起来对策
研究 陈 浩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97 全媒体时代南通媒体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A.马苏湘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B.钟慧敏 南通职业大学

98 媒体融合赋能江海文旅 IP 传播研究 习 琲 南通职业大学

99 全媒体推动南通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以南通市
图书馆为例 王 俊 南通市图书馆

100 县级融媒体“向网而生 因融而兴”路径思考 杨 潇 通州区融媒体中心

南通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5年 2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