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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

论会(2013年9月2-5日,日本京

都)征文通知

· 第四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

(越南，2012)论文摘要截止日

期8月15日

· 第四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

· 第5届洪水管理国际会议一号

通知

专题报道

 · 全国水利国际合作工作会议

 · 26届中日河工坝工会议

 · 第25届中日河工坝工会

 · 第24届中日河工坝工会

 · 第23届中日河工坝工会

外事管理  

   办理出国手续须知

   表格下载

国际组织  

   政府间国际组织

   联合国系统

   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

   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相关链接  

  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全球环境基金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

  中国驻外使领馆

  外国驻华使领馆

   有关国际组织在华机构

 
中国瑞士合作改善长江上游生态环境 

页面功能  【字体：大 中 小】【推荐】【打印】【关闭】

    新华网成都５月１０日电（记者 肖林）中国和瑞士之间的一个合作项目，正在改善长江上游在四川境内的生态环境。  

    １０日，在成都举行的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一、二期四川子项目结业典礼上，四川省委组织部称，这个项目已经在长江上游防治水污

染、发展生态旅游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据四川省委组织部介绍，中瑞在长江上游的岷江、沱江流域，合作开展“四川岷江、沱江流域水环境污染控制管理研究”项目，探索了

四川流域水环境污染控制管理的新路子。  

    如成都市水环境整治实现了从河道治理到流域治理、从单一污染源治理到综合污染源治理的转变。２００６年成都实施了凤凰河生物技

术污水处理示范工程，并计划２００８年完成上游４２条小流域治理。眉山市探索了以环境容量规划城市工业发展的新模式，资阳市填补了

农村水污染控制的空白。  

    中瑞合作的“四川省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促成了《四川旅游条例》的出台，总结了欠发达地区旅游发展的思路和经验，促

进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生态旅游的开发。  

    中瑞合作还促进了四川的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如九寨沟景区的环境保护、黄龙景区的隐形索道建设、峨眉山景区的数字化管理等，并推

动了四川大熊猫申报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２００６年中国“大熊猫栖息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成功。  

    据介绍，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是中国政府和瑞士政府之间一个旨在为中国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的合作项目。这个项目实行“行动学习

法”，学员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带着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来参加培训，带着解决问题的方案回到工作岗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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