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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指导思想 

2018 年度成都水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重点基地课题申报

的指导思想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和四川省、成都市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四川省尤其是成都市水生

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成都建设美丽宜居

公园城市提供决策支持。  

二、课题分类 

本年度申报课题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 

1. 重点项目 5 项，每项资助经费 5 万元，成果形式为

论文、对策建议、专著。 

2. 一般项目 30 项，其中资助项目 10 项，每项资助经

费 1 万元;自筹项目 20 项。成果形式皆为论文、对策建议、

专著。 

三、课题范围 

重点项目在重点项目指南范围内选题目；一般项目在一

般项目指南范围内选题目，也可按照一般项目指南内容自拟

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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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对象 

高校、科研院所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均可申报。申报

者所在单位要对其能否胜任研究工作在申报表上签署明确

意见。 

五、结项要求 

1. 课题结项时限：论文、对策建议为一年半, 专著为

两年，最长不得超过三年，鼓励提前完成。 

2. 立项的课题最终成果出版、发表或向有关单位报送

时，都必须在醒目位置注明“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资助项目编号 xxx”字样。 

3. 重点课题立项后，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可结题：①

在 CSSCI来源期刊公开发表论文 1篇。②公开出版专著 1部。

③对策建议获省部级(含成都市委、市政府)及以上有关领导

肯定性批示或被有关部门采纳 1项。 

4. 一般课题立项后，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可结题：①

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1 篇。②公开出版专著 1 部。

③对策建议获省部级(含成都市委、市政府)及以上有关领导

肯定性批示或被有关部门采纳 1项。 

六、本基地课题管理按照《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管理办法（修订）》执行。 

 

 

                       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成都水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重点基地 

                                    2018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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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研究指南 

 

一、重点项目指南 

1. 环成都经济圈水资源供需态势研究 

2. 城乡统筹优化成都水生态环境研究 

3. 成都市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研究 

4. 成都市建设节水型社会研究 

5. 智慧水利建设研究 

二、一般项目指南 

(一) 资助项目 

1. 土壤重金属生态修复技术研究 

2. 水生植物对城市水环境净化作用研究 

3. 农村生活污染源对河流水体影响研究 

4. 大力弘扬蜀水文化精髓，提升成都市水文化的层次与品质

研究 

5. 人工湿地在处理黑臭水体中作用研究 

6. 以河长制持续推进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研究 

7. 加强节水防污措施研究，推动绿色生态发展 

8. 成都市节水灌溉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9. 水肥一体化技术在成都平原经济作物生产上的应用研究 

10. 农村小型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监管体系研究 

11. 实施农村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研究 

(二) 自筹项目 

1. 大力开展河湖水网体系建设，增强城市水安全保障能力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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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业用水水权回购和转让机制研究 

3. 着力塑造城乡水生态风貌，打造富有地域人文特色的亲水

景观和滨水空间研究 

4. 河道治理污染源与污染主体间的辩证关系研究 

5. 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研究 

6. 物联网技术下成都平原经济作物滴灌灌溉制度的研究 

7.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河道治理研究 

8. 水利执法监管研究 

9. 在水环境治理与管理中如何发挥社区作用研究 

10. 关于建立小区域污水处理系统的研究 

11. 水源地保护研究 

12. 水生态文明内涵及评价体系研究 

13. 河湖管理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 

14. 水文化与水生态文明研究 

15. 城市直饮水网络的建设与管理研究 

16. 土地处理系统不同填料配比对污水处理效果研究 

17. 都江堰水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18. 水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系研究 

19. 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动水资源管理转

型升级研究 

20. 景观水体富营养化现状及评价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