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开展
“
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全面提升水安全倮障能力
”
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
”
治水思路和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积极

践行水利部
“三对标一规划

”
专项行动提出的推动新阶段水利高

质量发展的
“
四个目标

”
、
“
六条实施路径

”
的重要部署,充分发

挥学会的学术交流引领作用,为广大会员和水利经济研究工作者

提供研究、交流、研讨的平台,集成一批水利经济创新研究成果 ,

为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经研究,中 国水利经济研究会、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组织开展
“
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
主题征文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

-、 征文范围

本次主题征文重点围绕水旱灾害防御理念转变、水资源利用

方式变革、水资源配置格局优化、江河湖泊面貌改善、水利治理

能力和水平提升以及水文化建设等方面相关热点、难点问题开展

学术研讨 (征文选题见附仵 )。

请有关单位组织人员踊跃投稿,来稿经专家评选出优秀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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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证书,入选公开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推荐部分优秀论文至《水

利经济》《水利发展研究》等重要期刊和水经会网站上发表。

二、征文要求

1、 论文应围绕征文范围,主题突出,观点鲜明,数据可靠 ,

条理清楚,文字精练,力 戒空话、套话 ;

2、 论文应为作者原创,未被任何期刊、杂志发表或录用,论

文素材可以来源于相关研究、调研及经验总结等 ;

3、 论文字数一般在 5000字左右,采用 Word文本编排,仿宋

GB2312小三字号,1.5倍行距,M纸 排版 ;

屡、论文书写顺序:标题、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摘要、关键

词、正文、参考文献 (需在文中标注引用 )。

三、投稿方式

1、 论文提交截止 日期为 ⒛22年 7月 31日 ;

2、 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论文 ;

3、 提交论文时请附第一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 (包括姓名、年

龄、性别、工作单位、职务职称、专业领域、联系地址、邮政编

码、联系电话、微信、电子邮箱等 )。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 岫  高建秀

电  商壬: 010-63202192   63202150

手 机:13581996133(同 微信)  13GS15o8957(同 微信 )

巾争  晏弓: 010-632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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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1: sjh@mwr。 gOⅤ。cn

附件:“ 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障能力
”
主题征文选题

全面提升水安全保

伊罕磅
曲茇珈 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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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全面提升水安全倮障能力主题征文选题

-、 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方面

1、 落实
“
两个坚持、三个转变

”
防灾减灾救灾理念,防范化

解系统性水利重大风险的对策措施 ;

2、 优化防汛抗旱应急响应机制,强化工程调度运用管理,提

升山洪灾害防御能力方面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

三、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方面

3、 阐述国家水网建设的路径措施 ;

4、 构建国家水网在实施
“
江河战略

”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5、 科学谋划国家水网
“
纲

” “
目
” “

结
”工程布局,提升水

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的重点举措 ;

三、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面

6、 河湖生态环境复苏典型案例总结 ;

7、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实践探索;

8、 河湖生态流量目标确定、河湖空间保护范围划定、生态清

洁小流域打造等理论和实践探讨 ;

四、推进智慧水利建设方面

9、 数字赋能水利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

10、 推进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工程建设,强化
“
四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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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典型经验、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

11、 通信、太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信患技术赋能水

利工作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

12、 持续推进水利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用结

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的对策研究;

五、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方面

13、 深入贯彻落实
“
四水四定

”,发挥水资源刚性约束作用 ,

破解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瓶颈制约的路径、对策与措施 ;

14、 健全节水制度政策,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能力方面

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

15、 严格节水指标管理、节水定额管理、水效标识管理、水

效领跑者行动、合同节水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及对策措施 ;

16、 推进水市场建设,健全水价形成机制、用水权改革与交

易的制度建设和重点措施 ;

六、强化体制机制法治管理方面

17、 贯彻
“
两手发力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助力水利高

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18、 水利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盘活水利行业固定资产、推

进创新 REITs等筹融资方式的重点内容和经验做法 ;

19、 强化国资国企监管体制机制及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 ;

⒛、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内涵、

实现路径及制度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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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地区经验做法及全面推开水资源税改

革的政策措施 ;

22、 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市场化、专业化、物业化、标

准化的路径与措施 ;

23、 深化水利重点领域改革,完 善水利法治体系的问题与对

策 ;

24、 完善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与检察公益诉讼

协作机制的思考 ;

25、 强化流域系统治理的战略思考和创新举措 ;

26、 论述国家
“
碳中和

”
与

“
碳达峰

”
战略目标中水利工作

的着力点 ;

七、水文化建设方面

27、 水文化传承与发展理论体系框架构建的思考 ;

28、 水利遗产保护与发展路径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

29、 如何更好发挥水利部门水文化建设管理职能和市场在配

置水文化资源中的重要作用 ;

30、 水文化与水利工程融合创新发展的思考与典型案例分析 ;

31、 将水文化建设纳入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定额体系的思考 ;

32、 水文化市场准入规则及投融资体制机制探究 ;

33、 建立水利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探析 ;

34、 剖析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文化的辩证

统一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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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遵循客观规律,既讲人定胜天、也讲人水和谐的辩证统

一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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