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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意义 

去年入秋以来，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在内的我国西南地区遭

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百万公顷农作物绝收，千万群众饮水困难。一场“为

水而战”的战斗在全国展开。身处长江流域的众多省份虽然水资源相对充沛，但

由于人为污染，致使部分城市水质恶化，造成人为缺水。当我们打开水龙头，让

它恣意的流淌，你可曾想到云南那些为了背一瓶水而徒步几公里的小孩子？可曾

想过长江水是如何经过一道道净化程序，最终成为可以引用的水？饮水思源，我

们应当关注生态，关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环境。 

     

为此，由同济大学研究生会实践部牵头，联合建筑城规学院研究生团总支和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会，共同组织一次长江水环境治理和生态村规划建设

的实践考察活动。 

本次活动有两方面深层意义：1）唤起广大同学对长江水环境的关注，增强

节约用水、保护环境的意识。借助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在长江水环境治理方

面的优势，尤其是科普基地和长江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崇明基地，让更多的

研究生通过所看所感和动手操作，深入了解生态，了解长江流域污染防治与水质

安全等相关知识；2）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入理解党中央提出的创建生态和谐新

农村的意义及价值所在。从生态村规划实践角度，考察学习崇明前卫村以生态科

技为支撑，大力发展新能源（太阳能、生物能）、发展生态循环经济，建立生态

产业链，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经济实惠。这些经验和实例正

是规划建筑专业的研究生们所关注和需要学习借鉴的。 



二、参与人员： 

 主办单位：同济大学研究生工作部 

同济大学研究生会 

 协办单位：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及研究生会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生团总支及研究生会 

 组织协调：同济大学研究生会实践部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生团总支青年部 

 活动对象：同济大学研究生、博士生 

 

三、总体进程 

时间安排 内容安排 

筹备期 

3月 29 日～4月 4日 确定学习考察主题、子题，完成申请书、

计划书初稿 

4月 5 日～4月 9日 修改计划书，上交研会主席团审核 

4月 12 日～4月 16 日 成立筹备组，落实各小组负责人及成员分

工，联系环境学院、城规学院研会及团委，

落实资金，制作海报， 

实施期 

4月 19 日～4月 23 日 组织人员到环境学院创新基地参观 

4月 24 日～4月 25 日 前往崇明岛前卫村生态村及长江水环境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学习考察 

总结期 
4月 26 日～5月 9日 活动总结、报告整理及后期成果制作 

5月 9 日～5月 14日 成果展示 



四、具体行程安排： 

时间 活动安排 

校
内
参
观 

第
一
阶
段 

4 月 19 日— 

4 月 23 日 

组织同学分批到环境工程学院科普基地参观“水资源循

环利用处理模型”，由专业同学、老师负责讲解，在有

条件的情况下参观同学可动手操作。 

第
二
阶
段
：
崇
明
考
察 

4 月 24 日 

 

1 早上 8点在同济大学集合，乘坐大巴前往崇明

岛； 

2 经由上海长江大桥，约 9点半到达崇明前卫村 

3 参观同济大学长江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崇

明基地 

4 离开基地，到达住宿地——佳嘉乐农家乐，稍事

休息在农家乐午餐 

5 下午前往西沙湿地考察，最好有实验室专业人员

带领并讲解 

6 傍晚返回农家乐晚餐、休息 

4 月 25 日 

1 8：30至 9：30，请前卫村工作人员介绍生态村

建设的经验与成果 

2 9：30至 12：00跟随前卫村工作人员，参观学

习生态村。（太阳能发电、科普楼、实验室、生

态循环链、教育基地等） 

3 12:00之 1：30午休 

4 1：30至 3：30在驻地举行讨论会，对本次活动

的收获及感想进行讨论。 

5 4点钟集合乘车返回，约 5点半到达学校 

第
三
阶
段
：
成
果
制
作 

4 月 26 日 撰写活动新闻稿，发至研究生会网站和同济大学报 

4 月 26 日— 

4 月 29 日 
活动的完整策划、总结一份 

5月 9日之前 

研会、建筑与城规学院和环境学院分别就此次活动形成

考察报告一份，包括参加人员的 1000 字个人感受，最

后汇编成册，提交研工部、研会主席团、两个学院团委、

前卫村及实验基地实验室。 

5 月 10 日— 

5 月 14 日 

就此次活动过程、以及生态村的建设及成果制作展板

（A1）8张，在大学生活动中心门口进行宣传展示。 

 



五、 附件：  

1、长江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简介 

2、崇明县前卫村简介 

附件 1 长江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简介 

实验室依托于同济大学。面对国家经济发展对保护长江的重大需求，瞄准生

态环境科技发展的国际前沿。2003年 7月，同济大学向教育部正式提出组建长

江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申请；2003 年 11月教育部批复，同意组建长江水

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04年 6月 18日，实验室建设项目可行性方案通过

了教育部科技司组织专家论证，实验室进入建设阶段。经过两年的筹建，实验室

于 2006 年 7月 28日召开了验收会议，并通过了教育部基础司组织的以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壤所赵其国院士为组长的专家组的验收，至此，实验室正式成立。 

本实验室的建立形成了跨学科（同济大学环境、海洋等）、跨学校（高校协

作组）、跨地域（校内、崇明、宜宾、万州）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打破了长期以

来同济大学环境学科方面以工程为主的格局，从战略上实现了基础研究与工程研

究的结合。当前实验室围绕以下 4个研究方向进行建设：流域污染防治与水质安

全、流域生态过程与生态安全、流域地质演化与环境变迁、流域的水资源利用与

管理。目标是建设由一个中心实验室（同济大学）、三个野外研究基地（崇明岛、

重庆万州、宜宾李庄）和一艘装备先进、设施完善的科学实验船组成的综合科研

平台。 

作为长江流域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的开放式平台，实验室主要针对长江流域

高速社会经济发展和重大水资源开发与利用工程产生的突出水环境问题，紧紧围

绕长江水质安全和生态环境演变等重大科学问题，以长江上游、三峡库区、下游

河口区域为重点，通过多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开展污染防治与水质安全、生态

过程与生态安全、地质演变与环境变迁和水资源利用与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基础研

究和技术创新，将本实验室建设成为长江水环境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中心、创

新人才培养的基地，为国家保障长江水环境安全、保护和利用长江水资源提供决

策依据，为长江流域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与人才支撑。 

 



附件 2：崇明县前卫村简介 

崇明县竖新镇前卫村是从岛内中北部滩涂围垦并崛起的一个边陲小村。始建

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过三四十年的艰苦创业，目前已形成集农、工、商、旅、

教全面发展、环境优美、文明富饶的现代化新农村，成为崇明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中一个鲜明特色的生态示范村。全村现有土地 3671亩，284户人家，人口 753

人，2003 年固定资产达 1·7  亿元，实现社会总产值 8300万元，利税 730 万

元，人均年收入 7500 元。前卫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选择了生态农业，创建

生态村，经过 10多年的生态建设，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

益，已成为上海乃至全国一流的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形象工程和品牌工程。自

1984年以来村连续被上海市委、市政府评为“五好农村党支部”、“标兵村”、

“文明村”“文明小区”“先进村民委员会”；1995年被评为“全国绿化千佳

村”；1996 年被命名为“全球环境 500佳”提名奖，1997年被命名为上海市首

批“科普教育基地”，1999年被命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001 年被国家

旅游局列入全市生态农业旅游示范点；2002 年被中央文明委评为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集体”；2003年被上海市环境教育协调委员会批准为上海市第一个

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同年，又被列为上海市小公民道德建设实践基地。党和国家

领导人朱容基、温家宝、吴邦国、黄菊、陈良宇、尉建行、李铁映、徐匡迪、姜

春云、宋健等先后来村视察。原国家环保局长曲格平同志来村考察一周后亲笔题

写了“生态农业、良性循环、强国富民、持续发展”的题词。 

前卫村科普教育基地位于崇明岛中北部“崇明东平国家森林公园”腹地，距

县城南门港 23km，新河港码头 21km，堡镇港码头 26km，是崇明的后花园，置于

崇明四大开发规划景点之一——占地 82平方公里的崇明森林旅游园区的核心区

内，距沪崇苏越江通道崇明登陆点陈家镇 60km ;岛上快速通道中间匝道口就设

置在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和前卫村旁，交通十分便捷。公交车南东线及堡胜线可直

达县城南门港和堡镇港；村前 200m处有环岛运河流过，村后 1000m 处有 2.64

万亩淡水贮水湖和 30000多亩湿地，是上海国际大都市一方颇具特色的水土，也

是全国生态村建设的一个亮点；新落成的科普教育展示馆更是气势不凡、展品丰

富、全国一流，内设的木化石馆、奇石馆和中华鲟馆，是青少年学生进行科学探

究和实践的重要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