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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中心理事长丁文广教授受邀评估世界银行自然文化遗

产保护与开发项目 

2. 我中心承担的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农业项目监测评价项

目启动 

3.媒体报道—民族日报：《中国穆斯林生态自然观研究》出

版发行 

4.丁文广教授应邀参加“第 10届国际怀特海大会暨第 9届

生态文明国际论坛” 

5.丁文广教授应邀参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5年年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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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中心理事长丁文广教授评估世行自然文化遗产保

护与开发项目。世界银行贷款甘肃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项

目一期项目即将结束。为了评估该项目的效果，世界银行聘请我

中心理事长丁文广教授作为世界银行的独立评估专家，近日先后

到甘肃省榆中县青城古镇和天水市麦积山风景区等对项目实施

效果进行了评估。 

世界银行贷款甘肃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项目涉及酒泉、

嘉峪关、张掖、白银、兰州、天水 6 个城市，麦积山风景名胜区、

嘉峪关关城、魏晋墓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

锁阳城遗址、马蹄寺风景名胜区、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鲁土

司衙门旅游景区、青城古镇旅游景区共 9 个景区。重点建设景区

基础设施和文物保护工程，同时，开展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

究和保护。世行贷款甘肃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项目为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贷款，利息低，还款周期长，金额较大，资金保障有

力。这是世行首次对中国的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的贷款

项目。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城市建成区内，地处西

秦岭北支的东端，秦岭、贺兰山、岷山三大山系交汇处，中国版

图中心带；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分水岭穿过景区。规划面积 215

平方公里，由麦积山、仙人崖、石门、曲溪、街亭温泉五个子景

区 180多个风景点组成，景区内动植物物种丰富多样，地质地貌，

气候典型独特，石窟文化保存完好，1982年被国务院审定公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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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中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地质公园、全国文明

风景旅游区创建先进单位、国家 5A 级旅游区。 

天水麦积山风景名胜区自然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子项目总

投资 18280.73 万元人民币、世行贷款 1620万美元，由道路工程、

供排水电力工程、管理服务设施、文化遗产保护、环境保护工程

和信息化建设六方面内容构成。世行贷款项目实施期为 4-6年，

贷款期限 20 年。这个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整合麦积山风景名胜

区的资源，全面改善景区基础服务设施条件，有力地推动天水地

方经济的发展，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以及促进地方公益事

业的发展，对促进景区文化自然遗产合理开发与利用，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健康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甘肃省榆中县青城镇是甘肃省文化遗产保存较丰富的乡镇

之一，依山傍水，环境秀美，是黄河上游“第一古镇”，省级历

史文化名镇，历史悠久，文化遗产类型丰富，特色鲜明，既有古

民居院落建筑群、高家祠堂、青城书院、会馆、水烟作坊、戏楼

等大量文物建筑，又有古渡口、龙头堡、鞑子湾战场等历史文化

遗迹和自然风光；已确认有 11 条古代商业街区；有地方小曲《西

厢调》、“柴山”表演等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有大量各类有

形无形的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研究价值，其中最

重要的是成片保留下来的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古民居院落以及大

量的石雕碑铭等文物，现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处，保存较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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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明清和民国时期古民居 48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文

化遗产既是该镇历史风采的见证，也是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整理的

宝贵文化旅游资源。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古民居院落遭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自然

毁坏和人为破坏，保护抢救工作迫在眉睫。近年来，青城古建民

居的保护引起了政府和民间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重视。2004 年

10 月，甘肃省文化厅、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旅

游局等部门将青城镇定为“甘肃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

项目之一，并申请世界银行贷款，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景区

开发项目，对古镇各类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进行全面保护开发工

作。青城古镇文化保护及旅游景区项目建设地点在甘肃省榆中县

青城镇，包括城河村、青城村、新民村、东滩村四个行政村，主

要项目实施地区北到黄河北岸（包括百年梨园区、镇区古建筑分

布区），南到青城中学，东到红岘大桥，西到苇次湾。另外，在

东滩村有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修建项目。本项目建设内容包

括：基础设施改造建设工程（包括苇青路、东滩水乡旅游公路、

红岘沟大桥建设、传统街区改造、供水设施建设）；文化遗产保

护开发工程（包括古建筑保护修缮、民间文化艺术展示、城门修

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整治工程（沿街商铺、民

宅改造、环境绿化与街区部分场地硬化、环保设施建设）四大类。 

2. 我中心承担的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农业项目监测评价

项目启动。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与兰州大学西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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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社会发展中心作为联合体，通过竞争性招标，成功获得世界

银行资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持续发展农业项目的监测评价

项目和三个专项监测项目，该项目周期为 5年。 

中心理事长丁文广教授于 2015年 5月 17—25日带领团队成

员，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世界银行贷款可持续发展农业项目实施

区阜康市、奇台县、焉耆县和博湖县，依据咨询服务合同书的要

求，进行了基线调研，并采集了地下水、土壤肥力和环境质量监

测所需的样品。 

该项目通过采取实际调研、典型农户调查以及收集项目 MIS

系统数据等方式，对项目中已确定的监测指标和典型农户调查指

标进行监测和分析，对项目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价，为项目单位

和世界银行及时、准确地掌握项目实施情况，发现并解决项目实

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各级项目管理机构对项目进行正确的

决策和有效地监督；通过对有无项目、项目区与非项目区、项目

实施与评估目标值的对比分析，评价项目实施质量及其所产生的

效果和影响。 

3. 媒体报道-民族日报：《中国穆斯林生态自然观研究》出

版发行。近日，我国第一部以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

族、撒拉族、保安族等 10个穆斯林民族为主体的生态自然观研

究学术专著——《中国穆斯林生态自然观研究》，由兰州大学出

版社出版发行，填补了我国生态自然观与传统文化融合研究领域

的空白。 



 

—6— 

 

  该书是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留学归国博士、博士生导师丁

文广教授花费 6年多的时间，通过人类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综合

研究方法，精心撰写的人类社会学研究专著。全书共分文化多样

性与环境保护、伊斯兰文化中的生态自然观、中国穆斯林生态自

然观研究、结论与建议、附录等 5 个部分，42.9万字。作者首次

将中国穆斯林的生态自然观哲学思想概括为：人类是地球的代治

者，人类与生物享有平等的权利，非人类中心主义，合理开发利

用资源，节约资源、适度消费，人类与自然是统一整体等 6个核

心。该研究先后得到 SEE 基金会和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 

  该书的出版发行不仅对拯救少数民族传统的环保文化、贯彻

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促进西部环境脆弱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而且对生态环境问题研究者、公共政策

和环境政策决策者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也是普通穆斯林公众、

伊斯兰教经学院、阿訇、满拉和宗教人士理想的“沃尔兹”参考

工具。 

4. 我中心理事长丁文广教授应邀参加第九届生态文明国际

会议。应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

物、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的第三代传人、中美后现

代发展研究院院长、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创会主任小约翰〃柯布博

士的邀请，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理事长丁文广教授

于 2015 年 6 月 3-11 日赴美国洛杉矶克莱蒙市参加了“第 10 届

国际怀特海大会暨第 9 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并在分会场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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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穆斯林生态自然观研究”专题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

赞扬。 

在过去的 300年间，由西方世界主导的以极度崇尚器物为特

征的现代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创造了史无

前例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对我们这个美丽星球的巨大破坏也是史

无前例的，生态上如此，社会上如此，精神上也如此。越来越多

的科学和哲学研究表明，现代工业文明和西式现代化正在把人类

带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按照美籍俄裔著名社会学家，曾

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20 多年的索罗金教授的说法，“现在的

危机不是正常的而是超常的。它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的或政治的失

调，而是主导了过去四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基本形式的崩

溃。”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警告世人“原子无限能量的释放改

变了一切， 但唯独没有改变我们的思想方式。因此，我们正奔

向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今天的危机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其哲

学文化基础和政治经济基础何在？如何走出今天的困境和避免

危机的发生？在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文明形

式？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是否是可能的？何谓生态文明的

理论构架？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是什么？生态文明的政治内涵，

经济内涵和社会内涵是什么？当前在全球范围生态文明的实践

模式和落地模式有哪些？  

由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和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主办的

主题为“超越现代工业文明，走向后现代生态文明”的第 10届国



 

—8— 

 

际怀特海大会暨第 9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就旨在集全球思想家的

智慧对上述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大会格外欢迎中国代表参加。因

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荣登“人类有史以来百位

生态英雄榜”的著名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斯普瑞特奈克认为，

“在这重新反思现代性意识形态假设的关键时刻，中国不仅面对

着一系列问题，而且还深藏着解决问题的智慧”。美国国家人文

科学院院士、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主任、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

长柯布博士也曾预言“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随着中共十七大

报告“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十八大明确将生态文明写入党

章,“事关当代人的民生福祉和后代人的发展空间”的生态文明建

设不仅被中国提升到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的高度，而且已成为全

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追求全社会的共同福祉，建

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由之

路。中国如火如荼的生态文明实践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

注。第 10届国际怀特海大会暨第 9 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将为中

国代表在世界范围传播中国生态文明的理念与实践，同时广泛借

鉴国外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经验提供一个绝佳的平台。为了方

便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深入交流，大会特设 8个双语分会。  

国际怀特海大会每两年在世界各地举办一次，第 1 届至第 9

届分别在美国、中国、奥地利、韩国、日本、波兰等地召开。第

10 届预计将有 2000 多人参加。克莱蒙“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是在

美国举行的首个全球性的关于生态文明的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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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了 8届, 已有上千位中外学者和官员参

加了该论坛,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民日报》和新华

社等国内重要媒体都对之进行了专门报道。第 8届“生态文明国

际论坛”还收到来自中央政治局前委员，国务院前副总理姜春云

给大会发了贺信。  

5. 丁文广教授应邀参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5 年年

会”。6 月 26 日—28 日以“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新议程、

新常态、新行动”为主题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5 年年

会”在贵阳隆重举办，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

青林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赵克志致辞。爱尔兰前总理伯蒂•埃亨，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

特•阿齐兹，瑞士联邦环境署署长布鲁诺•奥伯勒，韩国政府统一

部前部长柳佑益，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海南省委副书记、省

长刘赐贵，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敏尔先后发表演讲。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秘书长章新胜主持会议。 

兰州大学教授、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理事长丁

文广博士应邀参加大会并在分论坛发表演讲。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5 年年会是经中央批准，中国唯

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高端峰会。通过论坛年会

的连续成功举办，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行动、成效得到国

际社会更为广泛的认同，达成了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国际性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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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年会将是十二五规划完成、十三五规划起步，联合国千

年发展计划（MDG）到期、可持续发展计划（SDG）推出期间，围

绕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变革，是具有承上启下标志性意义

的千人国际绿色发展大会。 

为期三天的论坛中，与会专家、学者参与了全球生态安全与

绿色创变、中瑞对话 2015：山地经济〃绿色发展、生态足迹国际

研讨会等 30 余场分论坛和主题活动，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心理事长丁文广博士在此次活动中以“中国穆斯林生态自

然观”为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 

 

丁文广教授在分论坛上做主题发言 

论坛指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各方要把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臵，落实到大力推进绿色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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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行动上，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携手建设天蓝地绿水净、

宜居美丽的绿色化地球家园 。 

最后《贵阳共识》呼吁，世界“绿色化”大潮需要各方积极

参与，大家应携起手来，共商新议程、适应新常态、采取新行动，

共同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来自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余名海内外嘉宾，就全

球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与绿色发展、生态文明与

开放式扶贫、国家公园、横向生态补偿等全球性、区域性重点难

点问题，深入开展了前瞻性、趋势性、务实性探讨，共举办了 3

个专题高峰会议、32个主题论坛以及民族生态文化展示、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