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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纪念都江堰建堰226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的预通知 

主办单位：四川省水利厅 

支持单位：中国水利学会 

     水利部国科司  

     四川省科协  

承办单位：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 

一、邀请词 

    都江堰是中华民族科学智慧与文明的结晶，也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财富。2004年时

值都江堰创建2260周年。为了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探索总结都江堰经久不衰的奥

秘，规划都江堰永续利用之路，科学地保护和利用都江堰，我们将于2004年8月7日—

—9日在四川成都召开纪念都江堰建堰226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现已开始广泛征文，真

诚欢迎您的参与。 

    都江堰创建于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践位期，以李冰为蜀郡守，为了清除岷江水

患，李冰率领蜀地人民创建了这项造福千古的伟大工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跨越中，都

江堰成功地把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光辉典

范。 

    都江堰是由渠首枢纽、灌区各级引水渠道，各类工程建筑物和大中小型水库及塘

堰等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工程系统。灌区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地跨岷、沱、涪三江，总

幅员面积2.86万km2，控灌面积2.32万km2。灌溉7市36县（市区）的1010万亩农田，

规划最终灌溉面积1500万亩。灌区工程形成了引、蓄、提相结合的格局，具有灌溉、

城镇供水、抗御洪旱灾害、水产养殖、生态环保、旅游、发电等多目标综合服务功能，

目前灌区已经成为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都江堰两千多年经久不衰，它既是李冰和蜀地人民开创的千秋功业，也是我国历代各族

人民不断维护、改造和拓展完善的结果。 

    都江堰所蕴涵的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正愈来愈受到世人的关注。 

    21世纪，中国水利正面临着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战略转

型。在现代科技文明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以新的资源观和发展观为指导，围绕都江堰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规划都江堰永续利用之路是当代社会

面临的重大课题。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对都江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和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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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坛内容 

    1、中心议题 

    本次论坛的中心议题为“水利可持续发展与都江堰”。论坛希望通过对主题的深

层次和多层面探讨，研究现代文明社会怎样继承和发扬古代文明成就、都江堰的水资源

战略研究及对策、都江堰的工程建设与管理、水利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探索以及都

江堰水文化研究等内容。 

    ●水资源战略研究及对策 

    都江堰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 

    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与都江堰水资源战略 

    区域人口、水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都江堰灌区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对策 

    ●工程的建设与管理 

    都江堰传统治水思想与水利现代化 

    都江堰工程系统建设与管理的科学性 

    都江堰水利的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 

    都江堰水利管理的数字化与信息化 

    ●水利管理体制改革探索 

    水资源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的体制探索 

    水价、水权和水市场研究  

    用水户参与式管理研究 

    水利管理法制化探索 

    ●都江堰水文化研究 

    都江堰与天府之国  

    千年古堰与成都平原经济圈 

    永不竣工的杰作——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哲学观 

    从都江堰水利工程看水利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都江堰的文化特质及其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 

三、参会人员  

    欢迎关心和支持都江堰水利建设、管理、保护和发展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朋友

踊跃撰写论文，积极报名参会。 

四、会议语言  

    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及汉语。  

五、征文要求  

    （1） 请投寄论文摘要一份，并注明作者姓名、单位、邮编、电子信箱和联系电

话； 

    （2） 论文摘要应概要说明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关键技术方法及重要结果与结

论。 



    （3）征文截止日期：  

    提供论文摘要 2004年5 月 10 日 

    提供论文稿 2004年 7 月 10 日 

    （4）征文投寄地点：四川省都江堰市公园路60号 

    收件人：都江堰管理局2260筹备办公室 

    电子邮件投稿信箱：djy2260@163.com  

    （5）会议录用论文无论作者是否与会都将编入会议论文集。  

六、会议组织 

    会议将聘请著名学者、专家组成顾问委员会，对论坛给予支持和指导。同时，成

立由主办单位、支持单位和承办单位组成的组委会，负责组织协调论坛活动。组委会下

设秘书处及论文评审委员会，负责论坛筹备、会务安排、论文评审等具体工作。 

七、会议期间安排  

    

    • 论坛会议  

    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会期为3天（包括学术论坛和技术参观）。 

    • 技术参观  

    技术参观的主要内容为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参加都江堰建堰2260周年纪念活

动；参观青城山，三星堆等名胜古迹。 

八、会议注册费用 (包括会议资料费,会议期间的食宿费,参观费) 

    境内参会人员人民币500元/人 

    境外参会人员300美元/人 

九、秘书处联系方式 

    联系人 ：王世容 唐婷婷 

    电话 ：+86（028）87192125 +8613882162548 

    传真 ：+86（028）87283429 

    通信地址：四川省都江堰市公园路60号 

    E-MAIL：djy2260@163.com 

十、回执 

    拟参会者请填回执，于2004年5月10日前报名 

回执

(2004-03-26 12:44:48 )

 

会址：北京白广路二条2号  邮编：100053  

E-mail: ches@che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