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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  
 
⚫ 硕士（2003.09--2006.07）：宁夏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方向：区域可持续发展； 
 

⚫ 本科（1999.09--2003.07）：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 
 
 
 

■工作经历  
 
 

⚫ 2020.12--至今：   攀枝花学院，基础医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 
 
⚫ 2018.12--2020.12：攀枝花学院，人才办主任兼组织人事部，副部长、副教授； 
 
⚫ 2018.08--2018.12：攀枝花学院组织人事部，副部长、副教授； 
 
⚫ 2016.11--2017.02：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厅第三纪检监察室 
 
⚫ 2016.04--2018.08：攀枝花学院党委行政办公室(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主任(副处长)、副教授； 
 
⚫ 2013.09--2014.09：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区长助理、讲师； 
 
⚫ 2011.04--2016.04：攀枝花学院，组织(统战)部，副部长、讲师； 
 
⚫ 2011.02--2011.04：攀枝花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 2007.04--2011.02：攀枝花学院，党政办公室，科员； 
 
⚫ 2006.07--2007.04：攀枝花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助教； 
 

 

 

■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  
 
⚫ 主研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四川旅游诚信构建研究”（SC11W028）； 
 
⚫ 主研攀枝花市 2011年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攀枝花市生态旅游足迹评价研究” （2011CY-R-6）； 
 
⚫ 主研攀枝花市 2012年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大学生科技创业园运作模式研究” （2012CY-R-3）； 
 
⚫ 主持攀枝花学院 2013年社科联项目“新时期高校学生党员发展与管理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SKL2013A08）； 
 
⚫ 主持 2013年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我国地质遗迹旅游开发研究” （13SB0385）； 
 
⚫ 主持攀枝花学院 2014年社科联项目“我国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研究（SKL2014A27）； 
 
⚫ 主持 2014年攀枝花学院第二批校级项目“攀枝花市体育旅游发展研究” （2014YB2-07）； 
 
⚫ 主研攀枝花市 2014年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攀枝花低碳生活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研究” （2014CY-

R-10）； 
 
⚫ 主持 2015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城市旅游竞争力提升研究——以攀枝花市为例” （15SA0177）； 
 
⚫ 主持攀枝花学院 2015年党建工作研究重点项目“提高我校基层党组织活动有效性研究”； 
 
⚫ 主研攀枝花学院 2015年党建工作研究项目“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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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2015年攀枝花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重点项目“十三五”时期党务干部队伍建设研究” （GJ2015—06）； 
 
⚫ 主研攀枝花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重点项目““十三五”时期大学科技园建设及运行机制创新研究”（GJ2015—

01）； 
 
⚫ 主持 2017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休闲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康养休闲体育旅游

产业发展研究”（XXTYCY2017C01）； 
 
⚫ 主持 2019年度中国攀西康养产业研究中心立项项目“我国康养旅游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PXKY-YB-

201902）； 
 
⚫ 主持 2019年攀枝花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种子资金“双创”项目“攀西经济区培育壮大康养旅游支柱产业研

究” （科技园 2019-30）； 
 
⚫ 主持 2019年四川钒钛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开放项目“攀枝花主导产业及新兴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对策研究” 

（2019VTCY-Y-05）； 
 
⚫ 主持攀枝花阳光康养产业技术研究院康养产业科技平台建设 2019年项目“康养旅游目的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019ZX-8-7）； 
 
⚫ 主持 2021年度四川省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成渝地区康养旅游幸福产业发展研究” （2021sc16）； 
 
⚫ 主持 2021年度攀枝花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攀枝花市康养旅游气候舒适度评价研究” （攀社立[2021]54 号）； 
 
⚫ 主持 2021年攀枝花市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气候康养产业竞争力评价测度研究”（2021CY-S-5）； 
 
⚫ 主持 2020年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十三五”时期我省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效果评价——以攀枝花市为

例（ZYZX-YB-2020）； 
 
⚫ 主持 2022年度四川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基地（平台）和人才计划项目“科技支撑四川康养旅游体育旅游高质量发

展研究”（22RKX0465）； 
 
⚫ 主研四川省社科联重大项目“攀西地区乡村振兴与康养小镇耦合协同推进机制及特色发展路径研究”

（SC22EZD056）子课题六； 
 
⚫ 主持攀枝花学院 2022年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重点项目“基于过程一流的医学人才培养评价标准体系构建的研究

与实践”（JJ2217）。 

 

 

 

■出版教材或著作 
 
 

⚫ 《饭店管理概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副主编，2009 年；  
⚫ 《前厅服务与管理》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副主编，2009年；  
⚫ 《旅游学导论》光明日报出版社，副主编，2012年； 
 
⚫ 《我国地质遗迹旅游开发研究（专著）》四川大学出版社，主编，2013年；  
⚫ 《旅游开发与规划原理及案例》西南财大出版社，主编，2020年；  
⚫ 《低碳城市评价指标构建研究（专著）》西南财大出版社，主编，2021年；  
⚫ 《导游实务》西南财大出版社，副主编，2021年；  
⚫ 《康养旅游市场及经典案例分析》（专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主编，2021年。 
 

 

 

■发表学术论文  
 
 

⚫ 李东,李陇堂.旅游购物业地位的确立及发展对策[J].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03):274-277；  
⚫ 李东,李陇堂,毛娟.沙坡头旅游区深度开发的再思考[J].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01):84-89；  
⚫ 毛娟,李陇堂,李东.西夏王陵旅游区深度开发初步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5):103-106；  
⚫ 黄宗亮,马倩,李东.宁夏经济的亚“中心-周边”结构与区域可持续发展[J].水土保持研究,2005(06):232-

234+276；  
⚫ 李东.宁夏中卫市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04):397-400+410；  



⚫ 李东.攀枝花市旅游资源开发初探[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9(04):80-81； 
 
⚫ 李东.基于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的《旅游学概论》教材创新探索[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7（5）：35-37； 
 
⚫ 李东.“十二五”期间攀枝花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建设与发展对策[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1,28(02):126-128；  
⚫ 李东.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以攀枝花市为例[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

究,2011(02):62-63； 
 
⚫ 李东.我国体育旅游发展前景研究综述[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1,28(04):21-24；  
⚫ 李东.攀枝花市体育旅游开发优势及对策研究[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1,28(05):31-34； 
 
⚫ 李东.宁夏地级城市旅游竞争力比较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2(01):74-76； 
 
⚫ 石维富,李东,李仲先.基于“低碳经济”理念和方法的生态旅游足迹评价研究——以攀枝花市为例[J].生态经济

(学术版),2012(01):188-192；  
⚫ 石维富,李东.新时期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建设研究[J].人民论坛,2013(08):38-39； 
 
⚫ 石维富,李东.旅游诚信存在问题及建设对策[J].人民论坛,2013(20):34-36； 
 
⚫ 李东,石维富.旅游商品的开发及销售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以攀枝花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3(07):69-

72； 
 
⚫ 李东.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考核的若干思考[J].攀枝花学院学报（综合版），2013（12）：52-53；  
⚫ 李东.加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管理服务工作的思考[J].教育时代，2014（3）：78-79；  
⚫ 石维富,李东.略论旅游业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责任[J].人民论坛,2014(05):146-148；  
⚫ 李东.传媒在旅游业转型发展中的责任[J].新闻战线,2014(11):127-128；  
⚫ 李东,李仲先.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研究[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5,25(05):122-125；  
⚫ 李东.城市旅游竞争力提升研究——以攀枝花市为例[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5(06):69-73；  
⚫ 李东.论健康旅游的类型、市场和概念[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6(01):70-73；  
⚫ 李东,石维富.大学科技园在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中的作用[J].中国高校科技,2016(03):79-81；  
⚫ 李东,王东波,李荐.提升高校基层组织活动立项影响的思考[J].知识经济,2016(09):134-135；  
⚫ 王东波,李东,李荐.提高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动有效性研究[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6,33(03):95-97+116；  
⚫ 李东,石维富.发挥大学科技园在新建本科院校转型中的重要作用[J].中国高校科技,2016(07):88-90；  
⚫ 胥刚,李东.新时期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研究[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6,33(04):11-14；  
⚫ 李东,石维富.大学科技园推动高校改革发展的历史回顾[J].中国高校科技,2017(04):54-56； 
 
⚫ 李东,赖启航.新媒体从业人员统战工作研究[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7,34(06):18-22+28；  
⚫ 李东.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转型对策——以攀枝花市为例[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1,34(05):40-

44+82；  
⚫ 李东.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康养休闲体育旅游的内涵及对策研究[J].攀枝花学院学报,2020,37(06):45-50.（2021

年“复印报刊资料”《旅游管理》2021第 03期转载）；  
⚫ 李东.新发展格局下康养旅游的影响因子分析[J].当代旅游,2021,19(05):21-23+34；  
⚫ 李东,张蕾.攀西经济区康养旅游竞争力提升研究[J].攀枝花学院学报,2021,38(03):44-50；  
⚫ 李东.我国区域性康养小镇旅游模式的探索[J]. 长江丛刊，2021（5）：81-82；   
⚫ 李东.康养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四川省 21个市州的面板数据[J].江苏商论,2021(09):55-58； 
 
⚫ 李东.我国康养旅游评价研究综述[J].攀枝花学院学报,2021,38(06):37-43；  
⚫ 李东,王雨洁.基于气候舒适度的旅游目的地康养话语权重构研究[J].攀枝花学院学报,2022,39(03):10-17；  
⚫ 李东,李仲先.山村地域系统的康养旅居功能与产业化[J].山地学报,2023,41(04):597-607；  
⚫ 李东,刘辉燕.民族地区乡村休闲旅游人才培养路径[J].安徽农业科学,2024,52(03):111-114；  
⚫ 李东,杨涵,郑永镶,等.乡村振兴背景下智慧乡村旅游人才培养路径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24,52(06):222-

224；  
⚫ 李东.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人才供需的失衡与破解[J].安徽农业科学,2024,52(07):255-258。 
 
 
 

■获奖及荣誉  



 

⚫ 2006年，论文《旅游可持续发展与旅游资源产权制度探析》获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科学论文三等奖；  
⚫ 2012年 2月，被攀枝花市东区人大授予“攀枝花市东区十届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 2013年 6月，被攀枝花学院授予“2012-2013年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 2016年 6月，被四川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 2016年，获攀枝花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 2018年 1月，被攀枝花市委、攀枝花市人民政府批准为第八批攀枝花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 2018年 9月，获攀枝花学院 2017-2018学年度明德管理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 2018年 12月，被确定为攀枝花市第三批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 
 
⚫ 2021年，获攀枝花市第十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 2023.10，被攀枝花学院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 2024，被攀枝花市委、攀枝花市人民政府批准为第十批攀枝花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