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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生会发〔2023〕37 号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以绿色发展引领

乡村振兴，凝聚学界共识，促进学科建设，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

研究水平，四川省生态文明促进会决定，对中国（四川）生态文

明 2023 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给予奖励，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经同行专家评议、四川省生态文明促进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

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定，授予《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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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然逻辑与制度进路》等 3篇论文一等奖，授予《省域生态文

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实证研究——以四川省为例》等 8篇论

文二等奖，授予《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省级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研究》

等 12 篇论文三等奖。

希望获奖者再接再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扎实

做好生态文明研究，高质量推出研究成果，力争在重大课题上不

断取得新进展，积极推动学术创新和实践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

作出新的贡献。

四川省生态文明促进会

2023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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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3篇）：

《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的应然逻辑与制度进路》

周强伟 吉林大学

李 萌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一盘棋”重要论述中的系统观

念》

邓亚秋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公园城市理念在我国的探索与实践——以成都市为例》

雒苑婷 西南土地资源评价与监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

师范大学）

二等奖（8篇）：

《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实证研究——以四川

省为例》

刘 俊 余秋银 西华大学经济学院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历程、成效与特征》

莫春梅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选》

冯建路 宋志远 四川科道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城市生态空间的理性建维、持久存续的思考——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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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锦江绿道建设为例》

于代松 谯思睿 西华大学

《产业用水量变化驱动效应分解与差异分析》

罗良干 汪嘉杨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1980—2020 年成都市气候特征及旅游气候舒适度变化特

征分析》

罗 曼 四川师范大学地理与资源学院

《新形势下小流域综合治理助力乡村振兴探析》

税永红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生态环境和人类命运：生态文明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的融通式关系分析》

赵 闯 邵雅雯 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

三等奖（12 篇）：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省级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研究》

余 坤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森林草原火灾多元主体共治法律思考》

杨开华 攀枝花学院

《国外国家公园原住民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孔 凯 湖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大熊猫文化的构建与应用——以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

实践为例》

何 勇 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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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波 成都理工大学管理科学学院

《大气污染治理（雾霾）的成都模式与瓶颈破解初步探讨》

傅自强 成都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老专家咨询工委

《运用哲学思维破解生态环境保护难题》

曹国选 湖南省郴州市生态环境局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视阈下辽河口国家公园设立

综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又一生动案例》

魏新河 渤海大学旅游学院

《论传统堪舆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哲学思想》

张政权 四川省遂宁市环境保护局

《藻类限制性养分及益生菌在“生物操纵”中的应用研究》

何显荣 李雪林 成都三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何雨豪 刘芳兰 成都三友特种添加商品研究所

黄助祥 安徽省桐城市范岗镇水产站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文旅融合发展的评判标准的研制与实践》

赵临龙 安康学院

《沱江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效评估及提升策略探讨》

周旭东 刘竟成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郭四代 西南科技大学

李尚科 泸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生态文明建设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以成都武侯区宜居

水岸项目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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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毅 王 恒 成都盛世嘉隆城市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生态文明促进会办公室 2023 年 12月 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