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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河海大学举办“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专家论坛

2013 年 3 月 20 日，河海大学 2013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专家主题论坛在江宁校区会议中心举行。
论坛上，法学专家徐军副教授、社会学专家陈阿江教授和水文学专家王卫光副教授分别做了题为“地下

水资源法律保护的现状”、“水污染的社会学研究”和“南方灌区生态节水工程建设与管理”的主题演讲。
专家们从各自专业视角，围绕“节约保护水资源，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主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徐军

副教授指出，现行《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在解决地下水污染方面存在着原则粗疏、可操作性不强的弊端，

他结合典型案例，剖析了“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的现象在地下水资源保护方面的具体表现，呼吁

坚持科学发展观，在地下水保护立法的完善方面体现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要求，敦促政府有关部门在地下

水资源保护方面的信息公开。陈阿江教授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

突显，应该从人的行动、从社会结构等方面探讨水问题的成因，从“人水不谐”及“人水和谐”2 种理想类型

论述了人与水环境的互动关系: 在“人水不谐”类型里，水污染导致疾病、诱发贫困、人口迁移，进而加剧社会

分化与社会不平等次生社会问题; 在“人水和谐”类型里，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发展生产，产生良好的经济、社
会效益。最后讨论了 2 种类型转化的可能性。王卫光副教授指出，农业节水是保障粮食安全与水安全的重

大战略措施，生态健康是维持灌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节水型生态灌区是新时期的要求，构建生态灌区，

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是灌区建设的必由之路。他认为，通过南方渠灌区节水改造技术集成以及南方灌区生

态节水工程建设与管理模式的研究与示范，形成了现代化的南方生态型灌区节水示范区，为我国南方灌区的

节水改造、生态灌区建设与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可借鉴的样板，对于推动南方渠灌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的改善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 本刊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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