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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通报》 第二届编委会

全体会议纪要

( 1 9 9 1年 1 0月1 9 日 西安 )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颁布实施不久
, 《水土保持通报》 (以下简称通报 》 第二

届编辑委员会于 1 9 9 1年 10 月 17 日至 19 日在西安召开
。

参加会议 的编委分别来 自全国23 个省 (区 )

水保主管部门
、

中央院 (部 ) 级科研单位和黄河
、

长江等流域水利委员会及有关高等 院 校 的 教

授
、

研究员
、

高级工程师等 27 人出席了会议
。

《中国科学报》 特约记者赵宏兴同志特邀参加
。

会议由中国科学院
、

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副所长蒋定生同志主持
,

《通报》 第一届编

委会副主编杨文治 同志汇报了 《通报》 第一届编委会工作
。

在会议期 间组建了 《通报》 第二届编

委会
,
并对今后的办刊方针和如何进一步提高 《通报 》 的质量

、

水平 以及对编委会工作条例进行

了热烈讨论
。

这届编委会
,

由于与会编委和主办单位西北水保所领导及办会人 员的共同努力
,
会议取得了

圆满的成功
,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

会议通过大会汇报和认真讨论
,

认为 《通报》 始终坚持党的
“ 四项基本原则

” 和 “
双百

”
方

针
,

在全国水土保持科研工作者和广大读者
,
作者的大力支持下

, 在主办单位西北水保所直接领

导下
,
在编辑

、

发行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办刊经验
。

特别是 《通报》 创刊十年来
,
在宣传

水土保持科学知识
、

介绍科研进展
、

推广流域治理典型经验
、

交流科研成果
、

传递科技进步信息

等方面对我国的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通报》 刊登

的许多科学技术成果 已转化为生产力
夕
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通报》 对促进我国

水土保持事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

提高综合防治水土流失的科学水平和推动水土流失地区的经济及

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

会议还认为
:

期刊的质量和水平在不断提高
,

目前 《通报》 已成为全国水土保持界比较有影

响
、

发行量较大的自然科学期刊之一
。

1 9 8 5年
、

1 9 8 6年
、

1 9 8 8年
、

1 9 9 0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

科技期刊
,

编辑部被评为先进集体
,

1 9 9 0年被陕西省评为优秀期刊
,
获一等奖

。

《通报》 己成为

广大水土保持科技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

如今 《通报》 已深深扎根于广大读者
、

作者培肥的沃土之

中
,

为今后 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会议期望 《通报》 在
“
八五

”
期间

夕
就选稿方针

、

范

围和重点
,

提高编辑人员素质和编排质量 , 扩大发行量
,

充分发挥编委会 的作用等方面能得到进

一步加强
。

会议指出
, 《通报》 今后应继续坚持党的

“ 四项基本原则
” 和 “

双百
”
方针 ; 捕捉水土保持

科研及生产治理前沿的热点和生长点是办好学术期刊最重要
、

最关键的问题
。

90 年代是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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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黄金时代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的颁布实施

,
标志着我国的水土保持事业已纳

入法制轨道
,

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在新的形势下
, 《通报》 应及时报导具有导 向 性 的 文

章
,
应注意选登能反映国家或某一地 区科研和生产治理方面的前沿间题及水土流失

、

泥石流等灾

害的预防
、

监督
、

监测等方面的信息
、

动态及技术措施和依法防治水土流失的典型经验
。

选稿上

在 注意面向全国
、

突出重点
、

兼顾各省 (区 ) 的同时 ,
要突出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和长江中上游地

区及其它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成果和学术论文
,

并要注意报道边远地区和基层

水保科技人员及水土保持工作起步较晚的一些省 (区 ) 的文章
, 以促进这些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的

发展
。

会议认为
,

应进一步加强编辑部与全国水土保持部门和各省 (区 ) 水保行政部门的联系
,

有计划地组织编辑人员深入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生产治理第一线进行考察和采访
,
参加有关水土

保持方面的学术会议
,

及时地掌握有关科学前沿动态信息
, 不断提高期刊的科学性

、

学术性
、

技

术性
、

实用性和可读性
。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
,

认为 《通报》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

(一 ) 注意选登国内外水土保持界 知 名 专 家
、

学者
、

及广大水土保持科技工作者
, 具有创

新的
、

有学术和实用价值的文章
, 以扩大 《通报》 的影响 ,

提高期刊质量和水平
。

(二 ) 增设中国水土保持界有名望
、

有贡献的专家
、

学者的介绍专栏
,

及学术讨论栏目 (不

定期 )

(三 ) 开设我国及分省 (区 )
’

水土保持基础资料专栏
。

(四 ) 建议主办单位注意提高编校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 应有计划地逐步对专职编校

人员实行脱产轮
一

训或进修
。

同时还要重视稳定加强编辑队伍
。

(五 ) 建议主办单位不断改善编辑
、

排版条件
,
争取在 19 9 3年实现微机编 辑排 版

,

为 实 现

1 9 9 5年胶印
,

及
“
九五

” 《通报》 进入国际市场做好准备
。

最后与会编委一致建议
:

本届编委会委员应在 自身的工作范围内
,

积极协助搞好 《通报》 的

宣传和发行工作
,

主办单位应在本届编委会委员任职期间
,

评选两次优秀论文
、

优秀作者及先进

编委
夕

表彰先进
,

以扩大 《通报》 的影响 , 不断扩大发行量
。

与会编委还热切期望 《通报》 主办

单位
_

L级中国科学院
、

水利部的领导同志能继续关心支持 《通报》 编辑
、

发行工作
,

在 《通报》

办刊经费确有困难的情况下
, 能望给予经费补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