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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聚焦 

1、苗长虹、赵建吉《打造生态文明专业化高端智库 

在加快黄河文明复兴中促进中原更出彩》一文在河南

日报理论版发表   

 



   

 

   

 

2015 年 10 月 29 日，苗长虹、赵建吉的《打造生态文明专业化高端智库 

在加快黄河文明复兴中促进中原更出彩》一文在河南日报理论版发表，文章

认为“十三五”是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的关键时期，



是全面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黄河学”研究高地、建设国家生态文明专业化高

端智库的关键阶段，也是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冲

刺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的关键时期。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重大国家战略需求，

开展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集成创新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协同创新，

对于加快推动我省国际一流和国家一流学科建设，打造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

服务黄河文明复兴和中原崛起，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了要持续强化多学科交

叉和资源整合；始终坚持国家需求和理论创新相结合；紧紧围绕重大任务牵引

提升服务决策能力；集中在生态文明建设关键研究领域实现突破；协同聚力为

黄河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库支撑；大胆开展专业化高端智库建设的体制机制创

新。 

 

2、中心获批 2个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一期

建设学科 

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公布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

建设工程一期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教高[2015]1086 号），我中心主要牵头

学科地理学入选为优势学科 A 类，主体学科中国史、考古学、中国语言文学等

学科组建的“黄河文明特色学科群”入选为特色学科 A 类。在国内高校学科整

合、学科竞争的背景下，地理学与黄河文明特色学科群成功入选河南省优势学

科建设工程一期建设学科，将为“十三五”时期中心抢占学科发展先机，提升

学科综合发展实力，实现“中原特色、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宏伟目标，提

供了重要历史机遇和经费支持。 



河南大学地理学科始创于 1923 年，经过 90 多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国内

具有一定领先地位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优势学科，形成了以黄河文明为文化

特色、黄河流域为地域特色、地表圈层要素综合为科学特色、地理信息集成为

技术特色，是河南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和政策制定的重要智库，是省委省政府

及地市县政府有关战略和规划课题委托的重要学科。 

河南大学文史学科历史悠久，积淀丰厚，名师荟萃，始终是学校优势特色

学科。“黄河文明特色学科群”集成了考古、历史、文字、文学、哲学、宗教、

民俗等学科开展黄河文明综合集成研究，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已被学界广泛

认同。该学科在推进黄河文明传播、发展地方文化产业，打造黄河文化品牌，

推动河南省“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 

 

3、乔家君教授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 AAAG 上刊发 

我校河南省特聘教授乔家君博士的研究成果《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Henan 

Province, China》被国际著名期刊 AAAG（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采用，已在线发表。该期刊由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办，

被公认为是首屈一指的世界权威性的地理学术期刊，2015 年影响因子为 2.291，

Pindex达到 0.998，在 SSCI数据库当年收录的 76个地理期刊中排名第 9位。 

乔家君教授在该成果中透过整合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多层级网络理论，以

及空间界面理论，检视中国河南省专业村的时空演化。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专业村层面展现出多层级的网络结构，且与国家农业政策的重大调整相呼应；

在不同尺度上，呈现出各异的空间分布规律，其区位多集中于城乡结合部、平



原山区交界带，及行政边缘区。专业村的时空集群，有助于指认其显著成长的

区位和阶段，以分析国家政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乔家君，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现任《河南大学学报》主

编、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主要

从事经济地理学中的微观研究。2009 年，他在人民大会堂与李润田教授、李小

建教授同台授奖，成为高校中少见的三代地理学家同获该学科国家级奖励的青

年地理学家。该成果的发表将进一步强化河南大学经济地理学教学科研团队在

国际上的地位，更加突显原有的研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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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交流 

1、艾少伟副教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做

学术报告 

   

 

2015 年 9月 16 日，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IUP）进行学术访问的艾少伟副教授，在 IUP的

Susquehanna Room面向全校师生做了一场题为“The Exploration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Mosque-centered Trad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Eastern Grand Mosque of Shunhe Hui District in Kaifeng”的学术

报告。学术报告受到了 IUP地理与区域规划系主任 John Benhart Jr.、亚洲研

究中心主任 Alan Baumler、人类学者 Francis Allard 的高度评价，与会学者

在报告后围绕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学术报告由

IUP的地理与区域规划系（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Regional 

Planning）、亚洲研究中心（Asian Studies Program）联合主办。 



 

2、彭恒礼副教授应邀参加第十一届全国戏曲学术研

讨会 

 

 

 

 

 

 

 

 

第十一届全国戏曲学术研讨会于 10 月 17 日上午在东南大学开幕，我中心

民俗与中原文化研究所所长彭恒礼、专职研究员张大新教授应邀参会，彭恒礼

和张大新在会议上分别做了《云蒙山洗尘洞古代戏曲石刻再考》和《樊粹庭与

近代豫剧的变革和发展》学术报告。 

本次论坛围绕地理学与生态文明建设，就当前地理学的发展以及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对理清地理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促

进生态文明理念尽快转化为指导河南省经济社会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 

 



3、中心举办“地理学与生态文明建设论坛” 

 

 

 

 

 

 

 

10 月 23 日上午，由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地理学与生态文明

建设论坛在环境与规划学院二楼报告厅举行。河南大学党委书记、黄河文明传

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关爱和、河南省发改委工程咨询中

心党委书记赵书茂、河南省工业与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陈维忠、河南日报理论

部主任孙德中、河南省地理所所长冯德显、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地籍处处长雷子

平、河南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夏保林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代表和环境与规划学

院负责人师生等四十余人参加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围绕地理学与生态文明建设，就当前地理学的发展以及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对理清地理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促

进生态文明理念尽快转化为指导河南省经济社会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 



 

4、艾少伟副教授应邀参加“都市文化空间的情感与

认同”学术研讨会 

2015 年 10月 24-25日，应中国地理学会社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华东

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的邀请，艾少伟副教授赴上海参加了“都市文

化空间的情感与认同”学术研讨会。 

为推进对我国现代都市文化空间形成和演变机理进行深入探索，来自北京、

上海、广州等的社会文化地理学者，先后就中国特大城市典型文化空间的案例

进行了介绍，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都市文化空间的主体身份和情感建构问题。

艾少伟副教授以开封为典型案例，做了题为“城市回族“围寺而商”空间模式

探析——以开封顺河回族区东大寺为例”的学术报告，呈现了来自中原地区的

都市文化空间及认同，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 

 

5、台湾陈鸿森教授做客黄河文明大讲堂 

 



 

 10 月 29 日下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陈鸿森教授做客黄河文明大

讲堂，为我校师生作题为“清代中州第一名宿——武亿学术述略”的学术报告。

报告会由校社科处处长杨国安主持。 

陈鸿森教授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被遮蔽的学者”。报告围绕武亿生

平、性情、治学特点和成就四个方面，做了精彩的发言。陈鸿森认为武亿是清

代前中期河南地区极为卓越的学者，站在当时学术的最前线，对乾嘉学派的兴

起有先导之功，却因为诸多原因，最终在清代学术史上声明不彰。这种现象，

不利于建构完整的清代学术体系。武亿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经学研究和金石

学研究两方面，尤其是金石学研究方面，代表作为《金石三跋》、《金石续跋》

和《金石录》三书。武亿的治学范围和治学理念，均对后起的乾嘉学者产生深

远影响。在报告中，陈鸿森提出学术研究应该去“标签化”。 

 

6、王蕴智教授参与策划第三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 

 



2015 年 11 月 1 日，由中国文字学会、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主办，河南省文

字学会、漯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三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漯河市许慎文化

园隆重开幕。本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是“许慎精神与当今世界”。来

自海内外的 100 余名专家学者围绕许慎文化和许慎精神，并结合自身专业特长

展开了充分的交流。 

许慎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大师和文字学家，其著作《说文解字》是世

界首部文字学专著，是后代研究汉字产生、演变、发展及其形、音、义辨析的

重要依据，亦是解读古文典籍的桥梁和钥匙。许学问世以来一直被崇为训诂学

和文字学的源头，不仅为中国历代学者久研不衰，也被世界汉学家广泛用于探

索汉字奥秘。汉字文化的影响已遍及世界。 

第三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于 11 月 2 日落下帷幕。在闭幕式上，河南省文

字学会会长、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古汉字研究所教授王蕴

智先生对两天来专家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进行了总结，并指出，研讨会的胜利召

开，对我们更好地弘扬许慎文化、继承许慎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7、中心学术团队赴台参加学术交流 

 

 

 

 

 

 

11 月 2 日，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派学术代表团赴台湾中国文化

大学参加两岸学术交流活动。 

此次学术交流活动主题为第五届“发皇华语·涵咏文学——中国文学暨华

语文”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主办。河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派团队参与。会议于 11 月 2 日在台北阳明

山中国文化大学华冈校区开幕。海峡两岸高校学者共五十余人围绕中国文字与

文学起源、海峡两岸中国文学研究与汉语教育等主题展开深入讨论。 

中国文化大学创建于 1962 年，位于台北市阳明山。在校学生约 2.7 万人，

藏书量居台湾私立大学之首。中国文化大学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其创

办人张其昀博士（即现任董事长张镜湖博士的父亲），是中国现代儒学复兴运

动和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先驱，也是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和国风社的灵魂人物。

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是其特色。2009年正式与我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8、中心成功举办第七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出土

文献与黄河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 年 11 月 5 日上午，“第七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出土文献与黄河

文明国际研讨会”在我校金明校区的中州国际酒店召开，本次会议由我校黄河

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和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

心主办。来自澳大利亚、韩国、台湾及大陆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 20 余名专家学

者与会。本次会议主题报告 2 场，论文讨论 3 场，文章涉及甲骨文、金文、楚

简、石刻以及汉字理论问题，充分体现了“出土文献与黄河文明”的会议主题。

与会专家就本次会议进行了自由发言，与会专家们也非常重视古文字专业研究

生的培养问题，提议可以加强各校之间的学术合作和教育合作。 

 

 

 



9、黄河文明大讲堂生态文明系列开讲 

 

 

 

 

 

 

 

11 月 6 日下午 2 点 40 分，由黄河文明中心主办的黄河文明大讲堂生态系

列首讲在金明校区行政楼二楼报告厅举行。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樊杰研究员应邀做了题为“‘十三五’国土空间配置新模式与区域发展新思

路”的学术报告，报告由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苗长虹教授

主持，中心与环规院近 300名师生参加了本次学术活动。 

樊杰研究员结合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会议精神对中国未来的区

域发展、国土空间开发和主体功能区划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苗长虹教授进行了

总结发言。他指出：首先，听了樊教授的报告，大家应该对地理学的发展充满

信心，国家的需求和学科自身的进步使地理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地理学

在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和学科优势。其次，樊教

授的对国家主体功能区的讲解为河南大学在今后进一步的精细化监测、评价、

预警等研究方面指明了努力方向。 



10、苗长虹主任应邀参加第十四届“产业集群与区

域发展”国际学术会议 

 

2015 年 11 月 7-8 日，由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都市经济研究中心共

同举办的第十四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成功举行。我中心执行主任苗长虹教授受邀参加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

议上做了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机理—集群视角的学术报告，提出了集群是一

个产业生态系统和集群作为分析透镜的观点，并成功的诠释了郑州跨境电子商

务产业发展演化这一现象，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关注与共鸣。同时，作为产

业集群研究和“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的重要推动者，苗长虹教

授还受邀参加了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圆桌论坛，就集群理论与政策导向以及中

国集群转型与升级问题发表了演讲，与圆桌会议代表进行了充分交流。 

“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国际学术会议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集群学术研讨

会。本届会议以“集群升级与转型”为主题，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中南政法大学、东华大学、广东省社科院、

河南大学、江苏大学、青岛大学等全国各地六十多位产业集群研究学者以及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瑞典隆德大学、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

的海外学者汇聚一堂，紧密结合中国集群发展的新趋势、新挑战，分享各地集

群研究最近经验，共同探讨中国集群升级转型的新方向。 

 

11、中心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11 月 8 日，中心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召开工作会议，主

题为审议中心“十二五”科研总结报告及 “十三五”规划草案。中国工程院院

士孙九林、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城市

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

河南大学河南省特聘教授王蕴智，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执行主任苗长虹、

副主任牛建强、刘东勋及各研究所所长等参加会议。 

苗长虹教授向中心学术委员会作了主题汇报，从研究方向、队伍建设、学

科建设、成果产出、人才培养、数据库建设、体制机制改革、经费决算等方面

内容进行详细的汇报。听取汇报后，学术委员会成员对中心“十三五”规划提



出了建设性意见，最后，苗长虹表示，学术委员会对中心“十二五”科研总结

和“十三五”规划草案的建议高屋建瓴。中心将认真听取和采纳委员的建议，

并贯彻总结和规划当中，推动中心在“十三五”期间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12、中心执行主任苗长虹教授应邀赴中山大学参加青

年地理学家 30周年纪念研讨会 

 

 

 

 

 

 

12 月 5 日-6 日，中国青年地理学家 30 周年纪念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

中心主任苗长虹教授应邀参加，并做了主题发言，就老一辈地理学者的传统与

优良风格、当代地理学者的担当与责任以及地理学研究精神的传承与现代地理

学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受到了与会嘉宾的认同与共鸣。 

青年地理学家是由一批青年地理学者在上世纪 80 年代发起的，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组织，并集结出版了《青年地理学家》杂志，是十分活跃的一个发表地

理学观点与思想的平台与组织。 

 



13、中心承办河南省“非遗”基地工作会议 

 

12 月 18 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研究基地工作

会在我校金明校区中州国际金明酒店召开。会议由河南省文化厅主办，河南大

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和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河

南省文化厅副巡视员孙鹏、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程建军、河南大学副校

长张宝明、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苗长虹、省文化厅非遗处

处长刘春晓、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裴景岭、开封市文广新局副局长葛艳丽等领

导和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河南省文化厅在全省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非遗研究基

地，有利于推动全省非遗研究和保护工作的落实。但是，非遗研究基地建设在

各高校间也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有的单位高度重视，基地工作成效显著；有

的单位停留在口头上，基地建设形同虚设。针对这种情况，今后应当建立对现

有基地的考评机制。对那些学校高度重视，业绩突出的非遗基地要给予奖励；

对于那些那些缺乏重视，名存实亡的研究基地则要“亮黄牌”，甚至收回基地



资格。如此才能使我省非遗基地建设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够吸引更多高校和科

研机构投入我省的非遗保护事业。 

 

14、河南大学历史地理学首届学术论坛圆满落幕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9 时，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黄河文明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河南大学历史地理学首届学术论坛在明伦校区新行

政楼 308 会议室拉开帷幕，来自两个单位的赵炳清、张祥云、仝相卿、吴朋飞、

武强、张保见等老师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一同参与了这一盛会。在报告会中，

六位老师分别就楚国政治地理、许昌西湖、墓志资料与正史互证、黄河与元代

开封、出口地理集中度在近代茧绸贸易中的运用、边疆民族地区地名族名的校

勘等最近研究成果以及其它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动态进行了报告，其余老师及参

会同学对报告中的内容及相关问题进行询问与讨论，与会学者慷慨激昂的发言

让大家受益颇多。会议中不时迸发思想碰撞的火花，使大家对历史地理学科这

一文理交叉学科的前沿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和深度的把握，并对第二届论坛的

召开充满期待。 

  本次学术论坛的顺利召开，有利于促进河南大学历史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

加快历史地理学人才队伍的建设与整合，以及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更

好地为河南大学的“黄河学”建设，为河南的社会经济建设服务提供智力支持。 

 

 

 



四、社会服务 

1、上蔡县新型工业化十三五规划项目对接研讨会顺 

利举行 

11 月 20 日-11 月 21 日，中心“上蔡县新型工业化十三五规划项目组”受

上蔡县委托，赴上蔡县对“新型工业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等三个专题研究进行了深入对接与进一步调研。 

项目组由中心执行主任苗长虹教授带队，上蔡县政府、发改、工信等部门

参加座谈会。调研组对“新型工业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三个专题的规划思路、主要观点与政策举措进行了说明，就关于编制过程中的

设想和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对接探讨。规划初稿受到了县政府与各部门负责人的

高度认可，并对规划初稿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建议。最后苗长虹主任进行

了总结发言，对相关规划的编制基础、思路与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阐述与安排。 

 

2、苗长虹主任、艾少伟副教授赴郑州参加河南省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专题协商会 

2015 年 12 月 10 日，苗长虹主任、艾少伟副教授赴郑州参加由河南省政协

主办的河南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专题协商会。河南省副省长赵建才，

省政协副主席靳绥东，省政协秘书长郭俊民，省直部门主要领导、各职能部门

相关领导及省内高校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苗长虹主任作为高校唯一代表参加了专题协商会，并做了主题发言，指出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新时期全面推进全球化和全方位开放的一项重大战略



设计，要全面提升河南省全方位开放的能力和水平，就必须紧紧抓住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历史机遇，按照全面融入、精准对接的基本原则，超前谋

划、稳妥推进一系列重大工程，争做内陆地区全方位开放的排头兵、全面融入

“一带一路”的示范区。与此同时，苗长虹主任在与会发言中进一步提出了河

南省全面融入“一带一路”需要谋划内陆开放战略枢纽引领工程、空陆海一体

化通道支撑工程、黄河生态经济文化一体化支撑带构建工程、新亚欧大陆桥城

市群协同工程、高端产业引进承接提升工程、优势产业走出去工程、文化交流

与文化互鉴平台建设工程、经贸投资便利化合作示范工程、金融创新与国际合

作保障工程、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工程等十大战略工程。 

此外，艾少伟副教授在自由发言中提出，河南省要高度重视民族经济文化，

尤其是回族清真产业、回族文化对于推动河南省与“一带一路”沿线阿拉伯国

家经济合作、伊斯兰文明与黄河文明文化交流的特殊作用。这些建议建言为河

南省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咨询，充分发挥了黄河

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服务于国家及地方重大战略需求的专业智库功能。 

 

 

 

 

 

 

 



3、国学文明传承日隆重举行 

 

 

 

 

 

 

一年一度的河南大学国学研究会国学文明传承日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在金明校区综合楼 6305 教室如期举行。本次活动本次活动由河南大学黄河文明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河南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与河南大学国学研究会

承办，诚邀了众多其他兄弟社团莅临参加，旨在让每个国学人都坚信，在未来

的一年中，国学社必将继往开来，奋勇创新，在继承和发展国学文化上取得丰

硕的成果！ 

 

4、艾少伟副教授带领研究生到郑州、洛阳等地考察

河南城市回族区发展情况 

 2015 年 12 月，河南省正式出台了《河南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方案》，社会各界掀起了讨论河南省如何全面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潮。河南作为回族人口大省，是“一带一路”上伊斯兰

文明与黄河文明交流融合的核心区域，河南回族如何参与融入“一带一路”是



亟需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艾少伟副教授带领研究生于 2015 年 12 月

25 至 27 日到郑州、洛阳等地考察城市回族区发展情况，以期为决策咨询报告

提供重要材料支撑。 

 此次调研取得了较大收获，为尽快完善提交河南省回族如何参与融入“一

带一路”国家战略决策咨询报告提供了重要信息，并为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

撰写硕士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5、彭恒礼博士当选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近日，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河南省文联）会员代表大会在

郑州召开。大会回顾了省文联过去五年的工作，选举产生了各协会新一届领导

班子。中心民俗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彭恒礼博士在此次选拔中脱颖而出，当选为

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是河南省文联下辖十六个专业协会之一，成立于

1985 年，现有会员三千多人。总部设在郑州文联大厦，在全省各市县设有分支

机构。其上级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为冯骥才。 

中心长期致力于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专门成立了民俗与文化研究所。河

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也挂靠在

中心。河南大学的民间文化研究队伍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依托中心和文学

院、历史文化学院，人才辈出，茁壮成长，成果丰硕，为河南省培养了大批民

俗学高层次专门人才，为河南省民间文艺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彭恒礼博士此

次成功当选，成为省民协主席团中最年轻的副主席，说明了河南大学民俗学的

实力与贡献得到了全社会的充分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