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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兰州大学 甘肃省教育厅

协办单位

河西学院、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

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兰州财经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

论文专辑支持单位

《生态学报》

Ecosystem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大会使用语言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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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背景及参会须知

一、论坛背景

2015 年 10月 17日，来自兰州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俄罗斯乌拉尔国立经济大学等 47 所中外高校在甘肃敦煌成立了“一

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并达成《敦煌共识》。《敦煌共识》秉承“互

联互通、开放包容、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打造“一带一

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学之间在教

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全面交流与合作，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联盟先后于 2016 年 9月和 2017 年 9月在

敦煌举行了“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主题论坛，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

作，并根据联盟成员意见制定了联盟章程。截止目前，联盟已有 170

多个高校成员，兰州大学是秘书长单位，是创始成员之一。

按照《联盟章程》条款规定，须每年召开一次高校联盟理事会和

年度主题论坛，制定和修改联盟章程及联盟内部的管理制度，审定联

盟工作计划，审批新成员的加入，领导所属机构工作和决定联盟的其

他重大事项。“一带一路”所在国家绝大部分处于干旱与半干旱地区，

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之

间的权衡与破解办法是联盟成员共同关心的问题。今年也是联合国环

境日“没有破坏的发展”主题提出和实施 30 周年，在全球视野下具

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据此，从一带一路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

究的角度，聚焦生态学、草学、大气科学、环境科学、风沙力学、民

族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拟举办 2018 年 “一带

一路”高校联盟生态文明主题论坛。

二、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8 年 9月 23—25日

9月 23 日全天：参会代表报到

9月 24 日全天：学术报告、展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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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5 日上午：学术报告、展板交流

地点：兰州大学（本部）盘旋路校区

会后生态文明考察活动（具体路线在第三轮通知中发布）

9月 25 日下午：野外台站和典型生态景观考察

9月 26 - 27号：野外台站和典型生态景观考察

三、组委会名单

论坛顾问： 南志标 兰州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组委会主席：严纯华 兰州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海燕 甘肃省教育厅厅长

组委会执行主席：潘保田 兰州大学副校长

组委会主要成员：

1. 张汉燚 河西学院校长

2. 赵德安 西北民族大学校长

3. 刘仲奎 西北师范大学校长

4. 芮执元 兰州理工大学校长

5. 李引珍 兰州交通大学校长

6. 赵兴绪 甘肃农业大学校长

7. 蔡文浩 兰州财经大学校长

8. 李金田 甘肃中医药大学校长

9. 甘肃省教育厅国际处

10. 兰州大学国际处等主要职能部门

四、会议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席：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学报》主编

主 席：李凤民 兰州大学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

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附后。

五、主要议题



5

根据“一带一路”高校联盟章程，结合“一带一路”国家自然和

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生态文

明为主题，本论坛设置如下四个方面的议题：

1. “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

2. “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3. “一带一路”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评估与管理

4. 丝路沿线地区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六、会议注册费和住宿

国内普通参会者注册费 800 元（含会议茶歇费），学生注册费

600元（凭学生证），食宿自理。如参加野外考察，费用另计。缴费

时如需开具发票，请出具机构全称和纳税人识别号。如需预定住宿，

请在回执表中注明人数、房间数和天数（起始日期）。

七、会议投稿与专辑出版

会议投稿：欢迎各位参会者踊跃投稿（中文或英文以及全文或

摘要皆可），本会议组委会将在会前装订成册（非正式出版物），会

议期间发放供会议交流使用。会议投稿信箱：beltroad@lzu.edu.cn

专辑出版：本次会议拟在《生态学报》、Ecosystem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EHS）、Acta Ecologica Sin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AES）出版大会专辑，被采用的文章分别发表于《生态学报》2019

年第 4期和 AES 2019 年第 1期，被 EHS 采用的文章将随期刊发。

投稿截止时间：从大会通知之日起到 9 月 15日止。

投稿语种：中文（经同行评议通过的稿件，适合在英文两刊发

表的，届时由编辑部通知作者翻译成英文）。

专辑投稿网址及投稿方式：登录《生态学报》网站

（http://www.ecologica.cn/），严格按《生态学报》投稿须知规定撰

写文稿，投稿时请务必选择“拟投栏目”中的“一带一路”生态文明

论坛专辑投稿。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投稿！

mailto:beltroad@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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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议交通和住宿

会议举办地点在兰州大学城关校区（盘旋路校区），位于兰州市

城关区天水南路 222号。参会者可从车站或机场到达会议举办地。

1. 从机场到兰州大学有直达大巴，票价 30 元/人，1小时到达，

在终点站东方大酒店门口下车即可（兰州大学正门口对面）；乘坐出

租车票价在 150-200 元之间。机场到兰州火车站（老火车站）有轻轨

直达，票价 21.5元/人，从火车站到兰州大学步行 15 分钟左右到达；

也有公交车直达兰大，在盘旋路站下车，票价 1元/人。

2. 从兰州西站（高铁站）下车可直接乘坐 1 路公交车到盘旋路

站下车，票价 1 元/人，约需 45分钟抵达。从高铁站也可乘坐出租车，

约需 35 分钟抵达。另外，市内长途汽车站均有公交车到达盘旋路站。

3. 论坛秘书处在飞天大酒店（四星级）预订了一定数量的房间，

该酒店在兰州大学（本部）大门口斜对面。秘书处将尽可能为参会者

预订房间，标间房价在 400 元左右/天，费用自理。未及时提交回执

表的参会者可自行联系酒店。现场报名点设在飞天大酒店一楼大堂。

九、参会报名及秘书处

组委会秘书处设在兰州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秘书处负责人熊

友才副处长（主要负责学术内容安排），迟刚副处长（主要负责会务

组织和接待），办公室电话：0931-8915303。

报名联系人：李文莉老师、成岗老师。电话：0931-8912852；传

真：0931-8915330。报名和论文接收邮箱：beltroad@lzu.edu.cn。

欢迎广大师生和同行踊跃报名参会，请拟做学术报告的参会者提

前与秘书处联系，截止时间为 9月 15日。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附件 1：论坛学术委员会名单

附件 2：论坛开幕式和学术报告日程表

附件 3：参会报名回执表

mailto:beltroad@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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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论坛学术委员会名单

名誉主席：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学报》主编

主 席：李凤民 兰州大学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

学术委员会成员：

1. 葛剑平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2. 欧阳志云研究员 中国生态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主任

3. 安黎哲教授 中国生态学会副理事长、北京林业大学校长

4. 张大勇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研究所所长

5. 李博教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主任

6. 黄建平教授 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院长

7. 刘建全教授 兰州大学生态学创新研究院院长

8. 贺金生教授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9. 杜国祯教授 甘肃省生态学学会理事长

10. 侯扶江教授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院长

11. 黎 家教授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12. 勾晓华教授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

13. 司怀军教授 甘肃农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14. 田 青教授 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院长

15. 孙 坤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16. 熊友才教授 兰州大学旱区农业与生态修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副主任、本次论坛组委会秘书处学术活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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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论坛开幕式和学术报告日程表

论坛开幕式和学术活动日程表（第二轮通知）

根据联盟章程和本次论坛所设议题，经商定拟安排51场学术报告，包括19

场大会报告和32场分会报告，具体日程安排如下。野外考察范围为甘肃境内不同

生态景观和生态工程，具体路线和活动安排在第三轮（最后一轮）通知中发布。

会议地点：兰州大学盘旋路校区

学术报告：2018年9月23日-25日上午（25日上午12:30分论坛结束）

野外考察：2018年9月25日下午-27日

第一天（9月23日）：参会人员报到注册，现场注册在飞天大酒店一楼大堂。

第二天（9月24日）上午：开幕式和学术报告

08:30-09:10 开幕式 主持人：甘肃省教育厅王海燕厅长

1）甘肃省人民政府领导致辞并宣布论坛开幕（5分钟）

2）兰州大学校长致欢迎辞并介绍兰州大学（5分钟）

3）兰州大学校长宣布“一带一路”高校联盟新增成员名单、“一

带一路”高校联盟生态分盟和沈阳教工委分盟成立（7分钟）

4）“一带一路”高校联盟沈阳教工委分盟负责人致辞（3分钟）

5）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和国外大学代表致辞（7分钟）

6）参会人员合影（13分钟）

09:10-10:30 学术报告

1）国外特邀专家（全球生态系统管理与区域合作）（20分钟）

2）国外特邀专家（“一带一路”生态系统评估与合作）（20分钟）

3）国内特邀专家（“一带一路”气候变化与应对策略）（20分钟）

4）国内特邀专家（“一带一路”倡议与生态文明）（20分钟）

10:30-10:50 茶歇：“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图片展览

10:50-12:10 学术报告

5）国外特邀专家（中国-非洲高校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

6）国外特邀专家（中澳半干旱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20分钟）

7）国内特邀专家（“一带一路”草地农业与区域合作）（20分钟）

8）国内特邀专家（旱地雨养农业与生态安全）（20分钟）

12:30-13:30 会议自助餐

第二天（9月24日）下午：学术报告

14:00-15:40 学术报告

9）国外特邀专家（丝路沿线地区气候与环境演变）（20分钟）

10）国外特邀专家（中亚地区草地农业与区域合作）（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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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内特邀专家（生态文明建设若干问题）（20分钟）

12）国外特邀专家（农业生态与区域合作）（20分钟）

13）国内特邀专家（丝路地区环境变化与应对策略）（20分钟）

15:40-16:00 茶歇：“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图片展览

16:00-18:00 学术报告

14）国内特邀专家（20分钟）

15）国外特邀专家（20分钟）

16）国外特邀专家（20分钟）

17）国内特邀专家（20分钟）

18）国外特邀专家（20分钟）

19）国内特邀专家（20分钟）

18:30-20:30 特邀专家欢迎餐会（兰州大学和甘肃省教育厅领导出席）

第三天（9月25日）上午：学术报告

1）分会一（“一带一路”高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08:30-12:00）
分会主席：国内和国外专家各一人

安排8场口头报告，每4场报告为一节，中途茶歇20分钟。报告人为

从事教学科研、人事工作和国际合作的管理者和专家。

2）分会二（“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08:30-12:00）
分会主席：国内和国外专家各一人

安排8场学术报告，每4场报告为一节，中途茶歇20分钟。报告人为

该领域的国内外特邀专家和同行专家。

3）分会三（“一带一路”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评估与管理）（08:30-12:00）
分会主席：国内和国外专家各一人

安排8场学术报告，每4场报告为一节，中途茶歇20分钟。报告人为

该领域的国内外特邀专家和同行专家。

4）分会四（“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及应对策略）（08:30-12:00）
分会主席：国内和国外专家各一人

安排8场学术报告，每4场报告为一节，中途茶歇20分钟。报告人为

该领域的国内外特邀专家和同行专家。

闭幕式（12:00-12:30）

1）兰州大学副校长潘保田教授致闭幕辞

2）“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丝路贡献奖（丝路科学奖和优秀管理者）

参会代表离会，报名参加野外考察的参会者在当天下午开始活动。

野外考察（9月25日下午-9月27日）（甘肃境内）
请务必提前登记注册。考察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与环境观测站、旱地农业生

态科学观测研究站和榆中山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考察甘肃典型生态景观和生

态修复工程，具体行程由旅游公司承担，全程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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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参会报名回执表

报名回执表

姓名 工作/学习单位
职务/

职称
邮箱地址 手机号码

是否需要预

定住宿（起始

日期）

是否需要

开具发票

是否参加

会后考察

注：1. 请各参会代表将回执表发到会议邮箱 beltroad@lzu.edu.cn 中；

2. 如需做口头报告，请提前与秘书处联系，联系方式见通知第九条。

mailto:beltroad@lz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