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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秘书长赴临洮地震一线参与紧急救援。据中国地

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 2015 年 04 月 15 日 15 时 08 分，在甘肃

省定西市临洮县(北纬 35.4度，东经 104.0 度)发生 4.5级地震，

震源深度约 9 公里。震中距离临洮县城区约 15 公里，距定西市

城区约 60 公里，距兰州市约 80 公里。震区 30 公里范围内平均

海拔约 2400 米。 

截止 4 月 15 日 20 时 30 分灾害造成 1 人死亡，1人受伤（目

前伤情稳定）；临洮县 18个乡镇 1962 户 5719人受灾，倒塌房屋

132 户 550 间，损坏房屋 1683 户 6718 间，其中严重损坏房屋 294

户 658间；渭源县 2 个乡镇 45人受灾，倒塌房屋 5 间、一般损

坏房屋 8 户 28间。 

2015 年 4月 15日，15 时 08分临洮地震，甘肃伊山伊水环

境与社会发展中心秘书长、甘肃公益救灾联盟协调人虎孝君立即

与临洮县民政局取得联系；16 时前往地震一线；18 时到达临洮

县灾区一线进行灾情评估。 

4 月 16 日早晨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部共同关于临洮灾情

评估情况进行沟通，中午决定对临洮地震进行回应。14 点开始调

集志愿者、征集车辆；15点钟两位工作人员赶往联盟位于兰州市

安宁区刘家堡备灾仓库； 17 点连同甘肃政法学院 12 名志愿者开

始紧张有序的装车工作；19点钟针对临洮县八里铺镇窑沟村 286

户受灾户的 143个彩条布、6864瓶矿泉水、286 个睡袋全部装车。

23 点安全抵达八里铺镇窑沟村，并连夜与当地村民卸载物资。 

http://www.yishanyishui.org/content/321D277864EE4F36BA898711618514F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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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早上 9点，在八里铺镇镇政府和临洮县青年志愿者

协会的协助下，针对窑沟村重灾区 11 个社 286户受灾村民的物

资发放工作有序展开。 

2. 《中国穆斯林生态自然观研究》出版发行。兰州大学资源

环境学院博士、博士生导师丁文广教

授花费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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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

关系为基线、以人类与自然耦合理论

为基础、以田野调研和案例分析为素

材、以《古兰经》和“圣训”中的生

态自然观论据为依据，首次全面而系

统地调研并阐述了中国穆斯林的生

态自然观，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专著《中国穆斯林生态自然观研

究》。这部著作近日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知名学者、联

合国工发组织国际太阳能中心主任喜文华研究员为本著撰写序

言。 

该项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13FSH002）的资助，前期调研获得中国知名环保基金会 SEE基金

会的支持。出版社根据国家社科基金关于著作出版的具体要求，

先印刷了黑白版，具有穆斯林特色的彩色版将于 2015年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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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委研究室副巡视员、民族理论政策专家马煜东先生对这

部著作做了如下评价：“相对于其他有关伊斯兰教生态伦理和穆

斯林民族生态自然观专项或部分问题的研究模式，《中国穆斯林

生态自然观研究》采取了系统全面的研究模式。专著从文化多样

性与环境保护、伊斯兰文化的生态自然观和我国穆斯林各民族生

态自然观的多个领域、多层次、不同地理环境与时代，全方位、

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穆斯林的生态自然观……是少有的、特别

值得肯定的优秀成果”。 

应用价值： 

本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环境教育价值，而且对宏观

决策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适合生态环境问题研究者、公共和环

境政策决策者、高等院校环境科学及相关专业研究人员、教师和

学生参考，也适合伊斯兰教经学院、阿訇、满拉和宗教人士参考

学习，是理想的“沃尔兹”参考工具。 

3.《中国生态年报》（2014）出版发行。兰州大学丁文广

教授等主编的《中国生态年报》（2014）近日由兰州大学出版社

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继《中国生态年报》（2013）之后的第二部

生态年报。 

《中国生态年报》是兰州大学承担的“中国年报”的一部分，

该丛书包括中国经济年报、中国政治年报、中国文化年报、中国

社会年报、中国教育年报，中国生态年报、世界政治经济年报 7

册，系国内唯一一套记载年度时事，透视年度热点的连续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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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出版社自 2000年起，秉持“浓缩信息精华，关注

改革发展，梳理学术脉络，传播思想文化”的宗旨，持续、及时

地荟萃一年中公开发表的反应各个领域重大变化与热点问题的

高水平研究成果，11年来始终专注于该丛书的出版和发行。 

精心的选编、真实的记录、系统的内容和深刻的解读，使该

丛书多年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科研工作者、行政机

关公务员、相关领域师生及关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时事爱好者不

可或缺的良师益友。 

4. 媒体报道-光明网：兰州大学：助力甘肃扶贫攻坚。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上扬乡小岔村的

村民们最近忙得不可开交，村子里有 52头母牛怀上牛犊，这意

味着又有 52 户村民要添“家产”。 

这是兰州大学丁文广教授在小岔村实施的“母牛滚动发展”

项目。早在实施之初，丁文广就应用“农村参与式评估”方法，

到项目村进行需求评估与设计，制定管理制度，精准实施扶贫。

丁文广项目组首先依据分级指标和原则开展精致识别工作，从住

房条件、收入情况，以及机械化农具、耕牛、劳动力数量进行考

察，将农户分为“贫困户”“一般贫困户”和“较好户”。 

“我们优先为贫困户每家无偿提供了一头良种繁育母牛，经

过 1-2年的饲养。”丁文广介绍说，这些母牛新生产的牛犊将无

偿提供给一般贫困户，如此类推，再提供给较好户，顺利完成母

牛的三次滚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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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年的实施，丁文广的“一揽子”扶贫计划，已经覆盖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三个乡镇的 260 户农户、1300 多名贫困农

民，农民的收入由项目实施前的年人均 2200 元提高到目前的年

人均 5000多元。看着自己家从窑洞迁入新盖的砖瓦房，村民马

生发说：“在丁文广教授的帮助下，我们清水岭村都搬上了新房，

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甘肃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当地农村居民常常因灾

致贫、因灾返贫。依托 50多个生态治理、扶贫和灾害管理方面

国际合作的研究与实践基础上，丁文广教授在国内首次提出了

“灾害风险管理—生态恢复—生计改善相关耦合模式”，对生态

治理模式进行思考和研究。丁文广研究团队认为，生态环境退化、

灾害频发、贫困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因此，在“母牛滚动发展”项目伊始，丁文广就提出让每个

农户配套种植 2亩苜蓿和 2亩薪炭林的策略，从而有效解决饲草

和薪柴。据了解，薪炭林等生态恢复项目，使项目区 5000多亩

荒山恢复了生态，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在兰州大学，像丁文广这样的“扶贫”教授，还有很多。该

校历史文化学院、艺术学院从事文化产业开发、旅游产品和文化

用品设计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多次赴临夏市枹罕镇调研。他们就

当地民族砖雕、铜匠及角梳等民族特色鲜明的工艺，进行项目产

业化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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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作为最西部的“985”工程高校，长期以来秉承“做

西部文章，创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为边缘边远贫困地区、民

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提供科技支持和智力服务，涉及现代农业、工

业、服务业以及滑坡治理、生态建设、商贸物流，助力甘肃省扶

贫攻坚行动。兰州大学科研处处长龙瑞军表示，高校就是要突出

其所具有的“思想智库”优势，突出科技帮扶和教育扶贫相结合。 

全面小康，是全民族的小康。兰州大学自 2012年起，充分

发挥人才与智力优势，与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广河县结成对口支援

单位，促进当地民族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兰州大学本科生李荣成，2014年毕业后作为一名西部计划志

愿者来到广河县回民第一中学，在那里支教一年，担任语文课老

师。这一天，当李荣成所在的七年级 13班也上到季羡林的《我

的童年》一课时，他将部分时间，用在了讲解他大学时期就喜爱

的《平凡的世界》上。李荣成通过两个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在面对

生活的贫困状态时所表现出的不屈精神，讲述故事脉络与主线。

“通过找准学生思想上的根源，让他们知道，再困难的环境，只

要我们对生活依然充满希望，我们就有实现梦想的一天。”李荣

成到校任教后，就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枯燥的教学变得生动起

来，鼓励学生们加大对课外的阅读兴趣。 

与此同时，兰大学子在互联网上的扶贫攻坚战也正在吹响。

每一年支教团成员到校任教后，都会进一次调研，他们发现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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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生活得很贫苦。因此，在做好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帮扶当

地学生成为了兰州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的份内之事。 

从 2013年开始，当时的支教团团长曲思宇和小伙伴们，决

定把临时性的助学活动固定下来，做成精品助学项目，从而巩固

和延续兰州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这场已经坚持了 15年的爱心接力。

“凝心聚力共圆助学梦”项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展的。 

万事开头难，刚开始方案推广的一周没有任何动静，遇到过

很多冷漠白眼，大家很伤心很失落。但是接下来，支教团同学们

发现一味的伤心失落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争取主动权才能取得成

功。“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联系各类公益组织，依托新

媒体平台为服务地募集物资”曲思宇说。 

每年两万多元的爱心助学金，1300 多套温暖包，500 套学习

用品，300 件棉衣，60套棉被，50套班级小药箱，20 台电脑……

2013年以来，一个个载着爱心的大包裹寄向了兰州大学研究生支

教团服务地甘肃省广河县，为大山深处的学生送去了温暖，送去

了希望。广河县回民第一中学团委书记马学剑感慨道：“支教团

成员既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同时更是学生们的暖心人，非常感谢

他们急我们之所急，通过微博微信为我们筹集到这么多物资。” 

在广河县，兰州大学除了累计派出的 15名学生前往相关初

中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外，兰州大学的两所附属医院还与当

地医院结成对口帮扶。据兰州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药丽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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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年至今，兰州大学已派出 60 余位专家赴当地进行义诊咨

询、手术示教和学术讲座，对口支援质量不断提高。  

网址链接：

http://difang.gmw.cn/gs/2015-04/13/content_15359614.htm 

5.兰州社会工作发展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召

开。2015年 4 月 10 日上午 10点，兰州社会工作发展协会会员

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西北师范大学学术报告厅举办，来自甘肃

社工院校、社工机构、社会工作者 70 余人出席了大会，我中心

秘书长虎孝君受邀参加了此次大会。  

 会议表决并通过了《兰州社会工作发展协会章程》，《兰州社

会工作发展协会选举办法》及《兰州社会工作发展协会会费收取

及管理办法》，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协会理事会理事、

常务理事，并选举产生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来自兰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助理、登记管理科杨耀平科

长宣读了兰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关于成立兰州社会工作发展协

会登记成立的批复》，并为协会颁发了登记证书，对协会提出两

点希望：一是协会成立后要加强自身建设，二是要广泛团结社工

机构、社会工作者，推动兰州市社会工作的发展。 

兰州社会工作发展协会的成立，对于进一步推动全市社会朝

着专业化、职业化、本土化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协会的成立将更

好的为兰州市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为社工机构提供服务、交流、

http://difang.gmw.cn/gs/2015-04/13/content_153596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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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协会沟通政府和民间机构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协助政府逐步建立起一个覆盖全市的社会工作人才网络，有

效的推进兰州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及社会工作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