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学院师资队伍信息表 

 

姓    名： 朱冠楠 职       称： 副教授   

毕业院校： 南京农业大学 最高学位： 博士 

从事专业： 科学技术史 研究方向： 农业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农业民俗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zhuguannan@njau.edu.cn 

社会职务: 

农业农村部“中国农民丰收节”专家；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理事；江苏省农史研究会理事。 

 

论文著述: 

代表性论文及著述： 

1、市场拓展与政府缺位：全球化体系中的中国近代蛋粉业[J].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1)．独立作者； 

2、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文化反思[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4)．第一作者； 

3、杂交水稻和杂交小麦的选育（1960—2000 年）[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9)，第一作者； 

4、民俗艺术的现代性遭遇——以苏州胜浦宣卷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7(4)．第一作者； 

5、论民国时期的畜禽品种改良[J].中国农史，2017(4)．第一作者； 



6、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畜禽业变革——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的现代性与大众生活需求[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科版），2018(6)．独立作者；   

7、现代化背景下太湖传统生态养殖系统的传承与发展——基于农业文化遗产的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2)．第一作者； 

8、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生态养殖系统及其价值研究[J].中国农史，2014(2)．第一作者； 

9、江河流向与农耕文明[J].江河（水利部），2017,10(5)．《中国水利报》2019 年 1 月 31 日 06 版全文转载，独立作者； 

10、中国当代饲料工业的政策效应研究[J].古今农业，2019(2)．独立作者； 

11、中国地方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与研究现状[J].古今农业，2013(3)．第一作者； 

12、铁路肇兴之下的晚清农业（1876-1911）[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6,15(5)．第一作者； 

13、传统到现代：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转型及困境[J].新疆社会科学，2012(3)．独立作者； 

14、农村留守老人精神生活状况与社区服务工作的介入[J].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6)．独立作者； 

15、《中国农民丰收节——赋予新时代文化内涵的节日》，光明日报，2018 年 11 月 30 日 05 版“红船初心特刊”，《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理论版等多

家媒体全文转载，独立作者； 

16、《发掘丰收节庆的时代价值》，农民日报，2018 年 10 月 10 日 05 版，独立作者； 

17、《中国农民丰收节晒出了 5 个 100》，人民网，2018 年 11 月 06 日，独立作者； 

18、《乡村文化创意与实践案例》，农民日报，2019 年 08 月 21 日 06 整版，第一作者； 

19、主编“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中国少数民族科技与文化》丛书《养殖卷》，中国科技出版社，2020 年（出版中）； 

20、专著《多元文化交汇：民国畜牧业的现代转型》“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审稿中）； 

http://www.cqvip.com/QK/97028X/201402/49390089.html


21、参编“十三五”全国高等院校研究生规划教材《中国农业史概论》（审稿中）。 

 

科研项目： 

1、主持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中国畜牧业的现代进程研究》（16CZS049）； 

2、主持 2018 年农业农村部委托项目《中国古代“丰收祭 ”史料搜集备询》（201808011）； 

3、主持 2018 年农业农村部委托项目《首届农民丰收节资料整理汇编及国内外庆丰收民俗资料汇编》（051821301124031008）； 

4、主持 2020 年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专家咨询委员会研究课题《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发展问题研究》（G202012）； 

5、主持 2020 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重点智库研究课题《江苏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文化研究》（07061WA200004）； 

6、主持 2020 年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决策咨询研究项目《江苏丰收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应用研究》（202002）； 

7、主持 2016 年江苏省社科联项目《洪泽湖渔民民间信仰研究》（SKPT2016035）； 

8、主持 2016 年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资助项目《民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畜牧业研究》（1601189B）； 

9、主持 2016 年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城市化背景下苏州胜浦“非遗”保护的文化功能研究》（SK2016027）， 

10、主持 2019 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委托项目《浙江庆元香菇传统栽培系统民俗文化的生态渊源及其当代价值》（070HY0063）； 

11、主持 2019 年南京农业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委托项目《百年南农先贤往事钩沉及育人课程建设》（NJAUWH201908）； 

12、主持 2019 年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政府山前街道委托项目《山前文史编纂项目》（070HY0049）； 

13、主持 2013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江苏传统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与研究》(CXZZ13-0281)； 

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Result?keyword=%E6%B1%9F%E8%8B%8F%E7%9C%812013%E5%B9%B4%E5%BA%A6%E6%99%AE%E9%80%9A%E9%AB%98%E6%A0%A1%E7%A0%94%E7%A9%B6%E7%94%9F%E7%A7%91%E7%A0%94%E5%88%9B%E6%96%B0%E8%AE%A1%E5%88%92%E9%A1%B9%E7%9B%AE%E2%80%9C%E6%B1%9F%E8%8B%8F%E4%BC%A0%E7%BB%9F%E7%95%9C%E7%A6%BD%E5%93%81%E7%A7%8D%E8%B5%84%E6%BA%90%E8%B0%83%E6%9F%A5%E4%B8%8E%E7%A0%94%E7%A9%B6%E2%80%9D(CXZZ13-0281)


14、主持 2010 年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2010B144-L) ，同时是 2010 年台州市社科联重点研究课题（10YZ08）； 

15、参与 2015 年农业农村部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 948 计划《我国种畜禽的引进及绩效评价研究》（2015-R6）； 

16、参与 2012 年农业农村部•清华大学项目《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变迁史研究》（CIRS2012-1）； 

17、参与 2014 年中央十一部委联合项目《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朱兆良》（X0201400707）； 

18、参与 2014 年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创新项目《农业文化遗产生态博物馆保护研究》（SKCX2014008）； 

19、参与 2017 年南京农业大学文化建设立项项目《南京农业大学名师大家口述史研究》（NJAUWH201701)。 

 

荣誉奖励： 

1、荣获 2014 年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2、被授予 2015 年南京农业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研究生”荣誉称号。 

 

可参考学院网站师资队伍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