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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地会字（2021）第 10 号 

 

关于征集《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一百年纪念活动总体方

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学会会员、社会各界人士，各有关单

位： 

2022 年，中国地质学会将迎来百年华诞，届时学会将

抓住这一历史契机，本着“庄重、节俭、文明、创新”的

原则，举办贯穿全年的百年华诞系列纪念活动，以此回顾

学会悠久历史、弘扬优良传统、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推

动中国地质事业迈上新台阶。为此，我们在 2020 年开展了

广泛的纪念活动方案征集工作，并在各单位提出的纪念活

动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

活动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总体方案”)。 

    “总体方案”中仅指以总会名义主办的纪念活动，不

含各分支机构、省级地质学会、理事单位等举办的纪念活

动。希望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学会会员、社会各界人士



及有关单位，对方案提出可行性建议，并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前将建议意见反馈至学会秘书处。 

 

 

联系人：黄倩、李季 

联系电话：025-51816574（兼传真） 

通讯地址：珠江路 700 号地质大厦 706 室 

电子邮箱：sdzxh706@163.com 

 

 

 

附件：关于征集《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中国地质学会成

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 

 

 

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1 年 2 月 24 日 

 



关于征集《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一百周年

纪念活动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学会会员、社会各界人士，各有关单位：

2022 年，中国地质学会将迎来百年华诞，届时学会将抓

住这一历史契机，本着“庄重、节俭、文明、创新”的原则，

举办贯穿全年的百年华诞系列纪念活动，以此回顾学会悠久

历史、弘扬优良传统、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中国地质

事业迈上新台阶。为此，我们在 2020 年开展了广泛的纪念

活动方案征集工作，并在各单位提出的纪念活动方案的基础

上形成了《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总体方案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总体方案”)。

“总体方案”中仅指以总会名义主办的纪念活动，不含

各分支机构、省级地质学会、理事单位等举办的纪念活动。

希望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学会会员、社会各界人士及有关

单位，对方案提出可行性建议，并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前将

建议意见反馈至学会综合处。



联系人：华丽娟 010-68999018

邮 箱: zgdzxh@geosociety.org.cn

附件：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总体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中国地质学会

2021 年 2 月 23 日



附件

中国地质学会

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总体方案

(征求意见稿)

2022 年，中国地质学会将迎来百年华诞，百年来学会始

终与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同兴衰、共命运，在服务国家重大

需求、促进地质科学发展、培育地学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显

著成绩。百年华诞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是地质人回

顾历史、强化地质精神的一次重要活动，百年沧桑我们将共

同见证，百年精神我们将共同传承。学会将抓住这一历史契

机，本着“庄重、节俭、文明、创新”的原则，举办贯穿全

年的百年华诞系列纪念活动，以此回顾学会悠久历史、弘扬

优良传统、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中国地质事业迈上新

台阶。纪念活动方案建议如下：

一、活动主题

纪念活动以“传承百年地质精神，开启新时代新征程”

为主题，以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

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理念，

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做出贡献。



二、活动周期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三、活动形式

2022 年为纪念活动年，纪念活动以召开纪念大会、学术

研讨会、出版图书、展览展示、拍摄纪录片等形式开展，拟

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号召全国与地学相关

的科研院所、高校、企事业单位等多方参与，分支机构、省

级地质学会上下联动，充分体现政治性、社会性、群众性、

公益性。

四、活动内容

纪念活动以“中国地质学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

术研讨会”为标志性活动。纪念活动围绕总结梳理学会发展

历史、传承科学家精神、展示最新重大地质科技成果等方面

展开。各省学会和分支机构自行组织召开的全部会议（活动）

均应以学会百年为主题，宣传学会百年历史及优良传统。

（一）主体纪念活动

1.组织召开中国地质学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

术研讨会

召开以“传承百年地质精神，创新服务国家发展”为主

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国科协、自然资源部、民政部、

科技部等部委领导出席会议，及港澳台地区及日本、美国、

韩国、俄罗斯和沙特、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质学



会出席会议。会议围绕地质百年发展、重大突破进展、服务

国家需求、创新科学领域、百年地质期刊建设等方面开展系

列学术交流、论坛、讲座等。

2.在南京举办座谈会和现场调研

以回顾学会百年发展历史为主题，在学会旧址南京举办

百年地质精神座谈会和学会创始人故居寻访调研。邀请为学

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院士、老专家和老领导等出席并讲

述自己成长和心路历程。展现风采、弘扬精神、传承传统，

以此纪念前辈为中国近现代地质事业和中国地质学会发展

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激励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奋发有为。

3.拍摄学会百年华诞纪录片

为纪念中国地质学会成立 100 周年，展现 1922 年-2022

年间中国地质的百年变革及百年征程，按照“尊重史实”的

原则，简要介绍学会百年历史、领导关怀、重大历史事件、

重要历史人物等，力图用一幅幅珍贵的史实画面，一个个永

恒的历史瞬间，管窥学会的百年历程，以及为经济社会发展、

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的支撑作用。通过纪念（缅怀）前人来激

励后人，进一步弘扬地质科学精神、传承地质科学文化，增

强学会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促进学会事业健康发展。

纪录片时长拟定 10 分钟，以访谈、历史资料展示、追寻

遗迹和祝语形式全面贯穿纪录片。



4.出版学会《百年大事记》和《百年华诞纪念文集》

《百年大事记》在原出版的 80 周年大事记的基础上续

编 20 年来的大事记。《百年华诞纪念文集》分上册、中册、

下册，上册主要刊登珍贵老照片、领导人题词（字）、地学

领域院士寄语，及历任、现任理事长和秘书长介绍。中册主

要刊登地学风云人物、对学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人物、学会

知名会员、学会有关奖项获得者成长历程介绍，下册主要刊

登征集遴选出的百篇“我与地质的情怀”征文。

5.出版《地质学报》（中、英文版）纪念专辑

以《地质学报》（中、英文版）创刊 100 周年为主题，

以服务国家地质工作需要为基础，积极邀约国内国际热点文

章，出版《地质学报》（中、英文版）纪念专辑，包括：创

刊 100 周年大记事、创刊以来的文章目录汇总、100 篇最具

影响力的学术论文等。

6.举办“百年沧桑我们见证，百年精神我们传承”主题

展览

开展“重温历史，不忘初心”主题展览。考虑到历史上

中国地质学会曾在北京、南京、重庆北碚三地驻留，建议组

织北京市地质学会、江苏省地质学会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学会分别在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南京地质博物馆、重庆

自然博物馆北碚分馆，举办中国地质学会早期历史图片、重

要史料、老照片、老物件、音像制品展览。



（二）配套活动

1.设立纪念墙，举办落成仪式

在学会办公场所设立纪念墙，体现学会百年发展历程、

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在纪念活动中期举行纪念墙落成仪式。

2.举办全国青少年地学夏令营、编辑出版科普图书

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青少年参加学会主办的全国青

少年地学夏令营。发挥学会科普专家团队的作用，以学会名

义面向中小学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辑出版讲好百年地质

故事科普图书，例如，大庆油田是怎么发现的？青藏高原是

怎么形成的？天然气水合物是如何开采的？等，提高我国青

少年对地学的兴趣。

3.设计庆典活动标识

设计百年庆典活动的标识（Logo），用于全国各单位庆

典活动的宣传；为学会会员定制百年纪念徽章，可定制带会

员编号的纪念徽章，增强会员的荣誉感。

4.新闻宣传

从 2022 年 1 月起在学会各分支机构、省级学会、理事

单位网站、微信平台等设立学会百年纪念活动宣传专栏。同

时，邀请中央、地方及其他新闻媒体、记者，通过电视、报

刊、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中国地质学会百年发展史

和相关纪念活动。



五、成立筹备工作机构

为保障纪念活动的有序开展，设立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纪念活动相关事宜的决策、部署、监督。设立筹备工作

领导小组执行委员会，负责纪念活动方案组织策划、指导协

调；下设执行委员会办公室，成立综合组、学术组、宣传组

等，负责纪念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

邀请吸纳分支机构、省级地质学会、理事单位有关人员

积极参与到学会纪念活动筹备工作中，配合学会完成上述有

关工作。

六、经费来源、列支渠道

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纪念活动所需工作经费在学会

自有经费中列支。以分支机构、省级学会、理事单位名义举

办的各类活动费用不在此预算内。接受学会理事单位捐赠。

七、预期成果

通过回顾学会悠久历史、了解学会发展历程，继承和弘

扬老一辈地质学家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三老四严”的

科学求实精神和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进一步谋划

学科和学会未来发展蓝图，激发广大会员和地质科技工作者

的自豪感，增强学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中国地质事业迈

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