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 202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系列社会科学研究专业副高

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申报人员综合材料一览表

姓名 汤蕾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0-09 联系方式 13437125698

身份证号码

（护照号等）
420103198009262824

从事本专业技

术工作年限
15

现工作单位 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 现工作岗位 助理研究员

现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
社会科学研究助理研究员 聘岗时间 2009-12-01

现职称 1 批准时间 暂无 何时取得何职（执）业资格

现职称 2 批准时间

申报职称 副研究员 是否破格 否 是否转评 否

申报专业范围 社会科学研究 行政职务 无

学历情况 学历 学位 学校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申报学历 硕士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 2006-06

基础学历 本科 学士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教育学 2003-06

最高学历
硕士研究

生
硕士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 2006-06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水平能力测试

年度

水平能力测试

结果近 5年年度

考核情况
合格 合格 优秀 合格 优秀 2023 85

继续教育情况 达标

从事专业技

术工作简历

2009-12~2024-10于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助理研究员

培训进修情

况

2022-05~2022-05 中国传媒大学远程教育 口述历史名师线上工作坊

任职期间奖

励情况

2023-07 2023年度下沉社区优秀个人 其他 武汉市狮子山街道书城路社区

2021-07 江汉大学 2021年优秀党务工作者 其他 江汉大学

2015-03 江汉大学 2015年度参与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获得“先进个人”称号 其

他 江汉大学

2015-01 2014年度考核优秀 其他 江汉大学

硕士



任期内相关成果情况

起止时间

专业技术工作名称

（项目、课题、成果

等）

工作内容、本人起何作用

（主持、参加、独立完成）

完成情况及效果

（获何奖励效益或专利）

2023-07至

2024-12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

学研究所委托课题

“《谢礼立院士传

记》编撰项目

主持 在研

2019-06至

2024-12

武汉市科协 2019年

招标项目“武汉院

士口述史”

参加 在研

2022-07至

2024-10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

中心 2022年开放性

课题重点项目“民

国时期武汉人力车

资料汇编”

参加，序 2 结题

2021-06至

2023-11

江汉大学“清源之

光”党建创新项目

“构建科研+服务型

党支部工作机制”

主持 结题

2021-05至

2023-03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

区工委（汉南区

委）统一战线工作

部 2021年委托课题

“武汉经济开发区

民营企业创业口述

史”

参加，序 4 结题

2020-06至

2020-11

中共武汉党史研究

室 2020年单一来源

招标项目“走向共

同富裕——武汉脱

贫攻坚纪实”

参加，序 4 结题

2019-04至

2019-12

中共武汉党史研究

室 2019年招标项目

“武汉改革开放口

述史（三）

参加 结题

2012-06至

2018-03

国家社科基金 2012

年青年项目“清季

官方起草宪法研

参加，序 3 结题

 市级

 国家级



究”

2013-05至

2016-01

湖北省教育厅教育

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3年指导项目

“抗战初期武汉社

会教育研究”

主持 结题

2009-06至

2015-12

国家社科基金 2009

年青年项目“近代

中国城市社会发展

进程中的民间市政

参与研究”

参加，序 3 结题

2014-07至

2015-05

武汉市社科联 2014

年课题“抗战时期

统治者对城市下层

社会的社会调控—

—以武汉为例”

主持 结题

2014-07至

2014-09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 2015年委托课

题“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汽车产业现

状及发展战略研

究”

参加，序 5 结题

2008-06至

2011-03

国家社科基金 2008

年度青年项目“清

季革命派与保皇派

在新加坡之论战”

参加，序 4 结题

2009-04至

2010-12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

近代史研究所 2009

年委托课题“《辛

亥革命史事长编》

编纂”

参加，序 2 结题

2010-09至

2010-12

湖北省社科联武汉

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宪政辩论与侨社

变迁——以《中兴

日报》和《南洋总

汇新报》之论战为

主体的探讨

参加，序 4 结题

任期内发表论文、论著、刊物等情况

出版年月 论文论著名称 刊物(出版社)名称 排序 刊号 刊物级别

市级

国家级

市级

市级

国家级

省级



2024-05
《武汉沦陷时期霍

乱的流行与防治》

武汉学研究（2023年第 1

期））
独立

2022-12

《武汉经济技术开

发区民营企业创业

口述实录》

武汉出版社

第三

副主

编

2022-11
《关于建立武汉学

的构想》
武汉学散论及其他 第二

2022-11
《国内外城市地方

学研究综述》
武汉学散论及其他 第二

2020-12

《走向共同富裕—

—武汉脱贫攻坚纪

实》

长江出版社
副主

编

2019-12
《武汉改革开放口

述实录（一）》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参编

3万

字

2017-09

《武汉抗战中文艺

领袖与社会教育—

—以老舍和郭沫若

为主的研究》

芒种 独立

2017-04

《抗战时期统治者

对城市下层社会的

社会调控——以武

汉为例》

人文论谭（第八辑）） 独立

2016-01

《近代中国城市下

层社会群体研究—

—以苦力工人为中

心的考察》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参编

3万

字

2015-08
《抗战初期武汉社

会教育探析》
雪莲 独立

2015-05

《武汉经济技术开

发区汽车产业规划

研究 2015-2020》

研究报告 第五

2012-04

《抗战后人力车夫

多重管理者角色探

析——以 1946-

1949年汉口废除人

力车运动为例》

学习月刊 独立

2012-03

《为了世界的和平

——从基督教仁爱

观分析南京大屠杀

期间的“国际救

援”动机》

宗教学研究 第二 核心期刊

2011-10
《孙武，让起义第

一枪提前响起》

环球人物（纪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特刊）
独立

被武汉市经开区
管委会采纳



2011-08

《辛亥革命史事长

编》（1908.1-

1909.12）

武汉出版社

第二

副主

编

2010-11
《百年前的汪精卫

暗杀载沣案》
中国经济 第一

任职以来主要工作业绩和履行岗位职责情况

200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原发展研究院）工作，并于 2009年 12月被聘为助

理研究员。在过去的 15年中，在学校和院内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在同事们的帮助协作下，通过不懈努力，

我的科研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特提出职称晋升申请，现将任现职以来的相关工作从德能勤

绩四个方面总结如下：

一、德（政治思想与职业道德）

1. 政治思想方面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特别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十余年来，我从普通党员成长为高校基层党支部副书

记，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立足本职和研究院实际，努力提高支

部工作质量。特别是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按时完成学校布置的疫

情防控任务，积极参与武汉市第一批党员下沉社区工作，获得了社区领导和居民的广泛好评。

2. 职业道德方面

我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热爱教育和科研工作，自觉遵守各项

规章制度，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创新精神。工作积极主动，勤奋努力，踏实严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做到

忠于职守，严于律己，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平时尊重领导和同事，服从分配，与同事之间团结互

助，协同创新。

二、能（专业知识与学术造诣）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我专注于武汉城市史和城市文化的深入研究，尤其在辛亥革命史、民国社会史、武汉

学、武汉改革开放史及口述史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对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

域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的理解，而且提升了我的学术造诣，在基础理论和对策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并在中

国城市史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辛亥革命史

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通过参与 2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 2个省社科联项目，以及合作编撰《辛亥革命史

事长编》编著（1908.1-1909.12）和 2篇论文，分享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为理解这

一时期的政治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推动了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历史细节的进一步认识。

2. 民国社会史

在民国社会史方面，我的研究聚焦于城市下层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公共卫生等问题。例如，我主持完成了

省教育厅教育科学规划“抗战初期武汉社会教育研究”和武汉市社科联“抗战时期统治者对城市下层社会的

社会调控——以武汉为例”，以及参与了江汉大学校内开放性课题“民国时期武汉人力车资料汇编”等 3个

项目。通过文献资料的整理，发表了 5篇相关论文，详细考察了抗战时期武汉城市下层社会民众的真实生存

状态。此外，我还参与了 1项国家社科基金“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民间市政参与研究”课题，探

讨了民国时期市民参与市政管理的方式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这些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民国时期的城

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

3. 武汉学

在武汉学的研究中，我致力于构建武汉地方学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具体案例研究来丰富其内容。例如，我参

与编写了 2篇论文，提出了建立武汉学的构想，并对国内外城市地方学研究进行了综述。

4. 武汉改革开放史



在武汉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我关注了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城市发展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例如，我参与了

“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实录”的编写，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记录了武汉改革开放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生动再现

了这一历史进程。此外，我还参与了“走向共同富裕——武汉脱贫攻坚纪实”横向项目，详细描述了武汉在

脱贫攻坚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同时，我还参与了“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现状及发展战略研究”等应

用性研究，为武汉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些成果为理解和总结武汉改革开放的历史提供了宝贵

资料，也为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有力参考。

5. 武汉口述史

在口述史研究方面，我主持和参与了多个纵向和横向项目，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口述资料。例如，我承担了

《谢礼立院士传记》编撰项目，参与了武汉市科协“武汉院士口述史”等项目，采访了上十位院士，记录了

院士们的科研经历和人生故事。参与完成了“武汉经开区民营企业创业口述实录”等横向项目，通过合作出

版编著，记录了多位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经历，展示了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奋斗历程。这些口述史资料不仅具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后人了解武汉的历史和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通过上述研究，我在武汉城市史和城市文化领域进行了创见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

响，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并为相关部门提供了决策参考。

三、勤（工作态度与履职情况）

1. 学习与实践相结合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作为党支部副书记，在院内教师中常态化开展党性学习教育，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努力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要求。积极调动党员参与完成校机关党委发布的下沉社区各项任务，受

到社区负责同志和小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2. 党支部活动创新

创新党支部活动形式，将每月一次的主题党日学习活动与学术交流结合，邀请校内外专家展示科研工作成

绩，分享研究心得，创建科研+服务型党支部，同时带领党支部完成江汉大学“清源之光”党建创新项目。

3、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从 2017年开始，我担任《武汉研究院文库》编辑部负责人，收集并组织评审相关成果，几年来，协助文库

出版 20多部学术专著，有效扩大了武汉研究院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此后又兼任研究院档案、人事、宣传

等工作管理员，承接学校管理部门下发的相关任务。

四、绩（工作成绩与社会影响）

1. 科研成绩显著

在中国近代城市史以及武汉地方史等方面取得了研究成果。发表学术论文 10篇，其中合作发表 1篇核心，

合作出版编著 3部（第二副主编 1部，第三副主编 1部），此外，参与撰写 2部学术著作的部分章节内容，

字数超 5万字。主持 2项湖北省教育厅和武汉市社科联项目，以及 3项横向项目，课题经费超 10万元；参

与 4项国家和省级项目，以及 5项横向课题。

2. 社会影响力

一方面，参与组织和策划了大型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外出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升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

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各类口述历史研究项目，协助完成《武汉研究院文库》的资助出版工作，进一步提升研

究院的社会影响力。

3. 服务与管理

2023年，本人当选为校“两代会”代表，积极传递教职工的心声，为教职工做好服务工作。同时，接任校机

关工会委员会组织委员的工作，成功组织了秋游和健步行活动，增强了江汉大学教职工的凝聚力。

4. 成果获奖及受表彰情况

作为主要参加人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0汽车产业规划”编制课题成果被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采用。

此外，本人先后获得江汉大学 2014年年度、2022年度和 2023年度考核优秀；江汉大学 2015年度参与武汉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获得“先进个人”称号；江汉大学 2021年优秀党务工作者；2023年度下沉社区



优秀个人。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我在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专业能力和工作态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未来，我

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继续深化武汉城市史和城市文化的研究，为推动该领域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感谢各位评审专家的支

持和认可，期待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