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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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通知）

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作为当今旅游业发展的热点领域之一，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和深远的社会意义。环巢湖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具有

发展乡村生态休闲和康养旅游的优势条件。举办此次学术会议，是为了搭建一个

学科交流平台，促进环巢湖乃至长三角地区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领域的学术

研究、实践经验和政策创新的共享与合作。

一、会议主题

畅游环湖生态·乐享康养胜地

二、主要议题

1. 长三角地区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的区域联动与合作

2. 长三角地区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的地方特色与品牌建设

3. 长三角地区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的创新模式与案例分析

4. 长三角地区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

5. 长三角一体化对环巢湖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的影响与机遇

6. 地理环境对环巢湖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的影响与塑造

7. 环巢湖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的空间规划与资源利用

8. 环巢湖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开发中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

9. 环巢湖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的社会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

10.环巢湖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的民众参与与社区治理

11.环巢湖乡村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的社会公平与福利公正

12.其他相关选题

三、时间、地点

（一）时间：2023 年 11 月 17 日下午（周五）报到；18 日上午开幕式、大

会主题发言，下午交流发言、闭幕式；19 日上午离会。

（二）地点：巢湖国际饭店（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健康东路 7号 电



话：0551-82118888）。

报到路线：1.乘普通火车，到巢湖火车站下，打的费约 15 元；2.乘高铁，

到巢湖东站下，打的费约 15 元；3.乘汽车，到巢湖汽车站下，打的费约 15 元。

四、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巢湖学院 安徽省旅游学会

（二）承办单位：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环巢湖文化与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三）协办单位：合肥学院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环巢湖文

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巢湖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肥德高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五、相关事项

（一）征集文章入选研讨会并编入研讨会论文集。

（二）应征稿件只需提供电子稿，并注明“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环巢湖乡村

生态休闲与康养旅游”学术研讨会论文。论文以 8000 字以内为宜，请以 word

文档格式编辑，附题目、作者、摘要和关键词，引文和史料要注明出处（统一要

求尾注），并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前提交会议论文电子版至：hch@chu.edu.cn

（朱学同收）。

六、注意事项

会议不收会务费。参会代表往返差旅费、住宿费自理。餐费、材料费等由会

务组统一解决。参会代表请于 2023 年 11 月 5 日前发送电子版回执或直接加入微

信群：

mailto:hch@chu.edu.cn（朱学同收）。
mailto:hch@chu.edu.cn（朱学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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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回执

（只需将含有以下信息的电子邮件回复 hch@chu.edu.cn 信箱即可）

姓名 性别 年龄

单位 职称 职务

通信地址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是否与会

论文题目

联系人：雷若欣（信箱：hch@chu.edu.cn）

办公室电话：0551—82362803；手机：15255635960

朱学同（信箱：hch@chu.edu.cn）

办公室电话：0551—82365496；手机：15391930241

通讯地址：安徽省巢湖经济开发区巢湖学院明德楼北楼 403 室：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环巢湖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

邮编：238000



附件：拟邀请专家信息简介

陆 林 安 徽 师 范 大 学 教 授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地

理科技工作者，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皖江学者，

安徽省高校省级教学名师。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旅游管理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地理学报》《地理

科学》《人文地理》《旅游学刊》编委。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7 项（其中重点项目 2 项）、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 2 项、教育部和安徽省省部级项目 5 项，获

省部级科研奖励 14 项，在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专著 6 部、教材 3 部。

杨 勇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教 授

主要从事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聚集等方面的研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

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上海市决策咨询项目等各级各类课题。曾获

2017 年、2013 年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一

等奖”、文化与旅游部优秀旅游学术成果奖、《旅游学

刊》年度优秀论文奖、中国大学出版社第二届优秀教材

“一等奖”等奖项。教学案例获评第五届“全国 MTA

优秀教学案例”（2018）。在国际 Tourism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Tourism Economics

等 SSCI 期刊，以及国内《旅游学刊》、《财贸经济》、

《经济管理》、《经济评论》、《南方经济》、《旅游

科学》、《商业经济与管理》、《资源科学》、《中大

管理研究》等 CSSCI 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出版了《高

级旅游经济学》、《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效率、集群及

机制研究》等专著。担任《旅游学刊》、《旅游论坛》、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and Tourism、African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编

委。中国乡土艺术协会智库专家、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

旅游教育分会理事。《旅游学刊》、《旅游科学》、《资

源科学》，以及 Tourism Management、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and

Tourism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

Tourism Geographies 、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等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

邹永广 华侨大学教授

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泉州“五四”青年奖章

获得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2 项、文化和旅游部宏观决

策项目等各类项目 10 项；在 Tourism Management、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Tourism Economics、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中国软科学、经济管理、旅游学刊、旅游科学、

经济地理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获得省部级

优秀成果奖 1 次，担任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Tourism Review、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旅游学

刊、经济地理、旅游论坛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福建省

高等教育学会生态文明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入选 2021

年中国旅游研究和中国知网联合课题“旅游论文作者学

术影响力 Top100”。长期为宁夏、山东、浙江、江苏等

省市，以及中国旅游景区协会提供旅游安全与应急管理

专题培训，参与主研北京市旅游委《北京旅游安全与应

急指导手册》、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山东全域旅游

安全生产保障体系》、贵州黄果树景区《黄果树“安全

景区”保障体系》等多项省级横向课题。



施蔷生 原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

发展研究院 高级经济师

长期从事城市经济体制、城市（城市群）发展战略、城

市文化、城市治理、城市数字化管理应用、行业协会、

区域经济、产业园区、国际交流传播、社会公益等研究

和践行工作。在上述研究领域，包括科技创新（创新文

化）、产学研结合、特色小镇建设、城市群及区域发展、

城市文旅及康养游憩、城市更新、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

已有几百篇文章相继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旅游

报、中国建设报、中国改革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

民晚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等公开发表

或内参。先后获得中央领导、上海市主要领导等批示肯

定。曾获全国文化统战征文特等奖、民进中央参政议政

二等奖、全国政协（上海市政协）、上海市统一战线征

文二等、三等奖等。

俞晓华 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

中央党校经济管理研究生，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安

徽省乡村振兴专家库成员、安徽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

家、蜗牛集团特聘专家。多年来主持《推动合肥文旅业

高质量发展》，《让巢湖文化融入合肥，实现城市文化

的迭代更新》，《让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坚持

旅游标准化，增加城市集散功能》，《合肥工业旅游实

施计划》等。


	（只需将含有以下信息的电子邮件回复hch@chu.edu.cn信箱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