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2022 年 3 月 31 日，江苏省地质学会召开了第十一届理

事会第五次会议暨第八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讯）。江苏省地

质学会理事长孔海燕发表书面讲话，常务副理事长祖耀升作

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1 年工作总结和 2022 年工作计划书面报

告。 

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讯）应表决理事 156 人，

实际表决理事 156 人；第十一届理事会第八次常务理事会议

应表决常务理事 52 人，实际表决常务理事 52 人，符合《江

苏省地质学会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有： 

1.理事会审议并通过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1 年工作总结

和 2022 年工作计划报告、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1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第十一

届理事会有关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变更； 

2.常务理事会审议并通过江苏省地质学会团体标准管理

办法（试行）、新设立的“非金属矿专业委员会”、“医学

地质专业委员会”申请； 

3.理事会党的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江苏省地质学会党

建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2022 年党的建设工作要点； 

4.表彰 2021 年江苏省地质学会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经全体理事、常务理事的共同努力，第十一届理事会第

五次会议暨第八次常务理事会议圆满完成了会议预定的各

项任务。为了使各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了解本次会议的主要

精神及内容，将会议的相关文件资料汇编成册，印发给大家。 

 

江苏省地质学会秘书处 

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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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地质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 

第五次会议暨第八次常务理事会议上的讲话 

孔海燕 

 （2022 年 3 月 31 日） 

 

各位理事、常务理事，各位监事，同志们： 

在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喜迎党的二十大之际，

我们召开江苏省地质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就

是要动员号召全省地质科技工作者，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永葆进取之心、砥砺

担当之志，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

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地学力量。由于疫情防控的

要求，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过去的一年，在省科协和省自然资源厅的正确领导下，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学会各项工作，

如期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获得了“中国地质学会 2021

年度工作优秀奖”和“江苏省科协特色学会”称号，得到

了上级单位的充分肯定和广大会员的高度认可。这些成绩

的取得，离不开各位理事和理事单位的倾力支持，离不开

各位监事的有力监督，也离不开秘书处和各分支机构的辛

勤付出。在此，我代表常务理事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

谢和慰问！特别难忘的是，去年 9 月 8 日，自然资源部党

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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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同志在江苏调研期间，专程考察了中央地质调查所旧址

和中国地质学会南京旧址，详细听取了学会的工作汇报并

给予高度评价，让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钟部长在讲

话中指出，新时代地质工作要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加快从传统地质向现代地质转型，更加全方位、深层

次、高效率服务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学会工作要适

应新形势新要求，强化新功能建设，重点在服务国家需求、

促进科技创新、助力人才培养、深化国际合作、扩大科普

宣传、推动转型发展、打造品牌学会等方面下功夫、出成

效。这为我们做好今后一个时期地质工作和学会工作明晰

了方向、提供了指导。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同时也是中国地质

学会成立 100 周年，做好今年各项工作，意义尤为重大。

地质学会作为江苏地学领域的人才高地，更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依托优势、主动作为，勇担新使命、实现新提

升、做出新贡献。关于今年的工作安排，耀升同志在报告

中已经作了具体部署，我都赞同。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跟同志们交流。 

一、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把握学

会正确政治方向 

刚闭幕的全国两会，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刻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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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动，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各方面工作，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学会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准确把握“五个必由之路”的深刻内涵，准确把握“五个

有利条件”的重要论断，准确把握过去一年在党和国家历

史上的里程碑意义，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坚定信仰者和

忠实践行者，切实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光荣使命，为我省“十四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地

学力量。 

一要切实加强学会思想政治建设。地质科技队伍是自

然资源系统一支重要的专业力量，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

好学会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地质科技工作者的职责，

团结带领地质科技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积极动员广大

科技工作者为全省地质科技创新进步和自然资源事业高

质量发展建功立业。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大力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新发展理

念全面完整准确贯穿到地质科技工作全过程，持续推动地

质科技创新进步。 

二要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学会理事会党

建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抓好 2022 年党的

建设工作要点各项任务的细化落实。地质学会党支部已纳

入省厅党支部达标定级考核范围，要以此为契机，推动学

会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目前，学会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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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均成立了党建工作小组，实现了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全

覆盖，各小组要因地制宜开展党建活动。学会秘书处党支

部要根据学会工作内容和秘书处工作特点，进一步深化党

建业务融合，打造更多具有江苏特色的亮点品牌。 

三要积极营造喜迎二十大的浓厚氛围。按照省厅统

一部署，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条主线，

配合做好“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主题宣传，运用好

各种媒介营造热烈氛围、掀起宣传贯彻热潮。要严格履行

好意识形态责任制，加强学会学术期刊、网站、微信公众

号等新媒体平台的管理，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二、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提升服务能力，为全省高质

量发展做出地学贡献 

省委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担

负起稳定经济的责任，以江苏的“稳”和“进”当好全国

发展大局的重要“压舱石”、增强对全国发展的带动作用。

江苏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地质工作的基础性、先行性作用，

也为新时代地质工作转型发展带来机遇。学会要始终坚持

政治性、时代性、公益性、前瞻性、学术权威性，聚焦省

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找准职能定位，发挥好桥梁、纽带、

平台及窗口作用，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奋力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提供地学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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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围绕中心服务好党委政府决策。紧密围绕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资源重点工作、地质工作改革和转型

发展，重点在矿产勘查、海洋勘探、城市地质调查与地下

空间规划、生态环境调查与治理、地质灾害防治、绿色能

源开发等领域发挥优势，开展深入研究。积极组织专家决

策咨询，充实地质科技专家智库，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

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要开展学术交流服务好理事单位。加大对理事单

位、会员单位地质科研成果的宣传推广，继续资助理事单

位创新探索，开展重点课题研究，力争取得一批高质量、

有价值、可推广的成果。要组织好各类学术交流活动，深

化已有的“四地联盟”等学会合作机制，打造多样化的学

术交流平台，推动省内外、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要不

断提高《地质学刊》办刊质量，力争成为中文核心和中国

科技核心期刊，扩大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 

三要完善举荐机制服务好地学人才。认真落实《江苏

省地质学会科学技术奖评选办法》及实施细则，做好学会

科技奖评选工作，完善地质科技人才和成果推荐机制。要

按照规定和标准严格执行程序，认真做好中国地质学会系

统两院院士候选人、“金锤奖”、“银锤奖”、“金罗盘

奖”等推荐工作，做好省科协系统青年人才托举等评优活

动，注重从生产、科研、教学一线选拔推荐一流的地质科

技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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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做好地学科普服务好社会公众。整合全省自然

资源科普资源，联合省内地质、矿产、林业、海洋等科普

场馆，实现自然资源系统科普资源共享。要紧跟形势、与

时俱进，重点围绕贯彻自然资源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碳达峰碳中和等内容，不断拓展地学科普内涵。要不

断创新科普方式，通过线上、线下，进社区、进校园、进

基层，加深社会公众对自然资源和地学科学认知。 

三、牢固树立规范意识，强化内部管理，全力以赴争

创一流品牌学会 

“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是习近平总书记

赋予江苏的重大使命，是谋划江苏发展的总目标总定位。

学会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要求，对标找差补短板，比

学赶超走在前，强化建章立制，完善内部管理，加强行业

自律，继续保持先进省级学会荣誉，努力争创省内有特色、

全国有影响的一流学会。 

    一要完善科学的规章制度。要以开展标准化建设为契

机，全面推动学会自身建设规范化。梳理完善现有规章制

度，对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长期坚持；对不适应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的，抓紧修订完善。要强化执行力，将规章

制度入脑入心，严格用制度管人、管事、管钱。积极配合

各级主管部门做好行业发展和监管工作，维护良好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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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和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推动全省地质行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 

二要提高秘书处服务工作水平。秘书处是学会日常运

转的中枢神经，理事会确定的年度计划要靠秘书处具体组

织推进落实。要把“按章办事、一专多能、认真严谨、高

质高效”作为秘书处工作准则和基本要求，不断提高履职

能力和工作效率。要持续加强调查研究，保持与理事单位

的密切交流。要增强主动性，加强与中国地质学会、省科

协汇报沟通，加强与省厅相关部门的联系对接，广泛争取

各方面的支持。 

三要加强学会分支机构建设。这次会议还将审议成立

医学地质、非金属矿两个专委会的申请，学会的覆盖面更

广、力量更壮大。要认真落实分支机构管理制度，推动各

分支机构主任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落实工作要求，原则上

每年要开展 1-2 次活动。要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创新探

索具有行业特色的工作机制，使分支机构真正成为学术技

术交流、人才成果培育的重要阵地。要加强和完善学会组

织建设，大力发展个人会员特别是青年地质科技人员。 

四要做好中国地质学会成立百年的纪念活动。今年

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 100 周年，学会要按照中国地质学会

的统一部署，精心策划、精心组织，办好中国地质学会创

立人故居寻访调研、中国地质学会早期历史图片展和纪念

中国地质学会成立百年座谈会等系列活动，传承老一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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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学家优良传统，使广大会员受到一次爱国主义、科学精

神的深刻教育。 

同志们，新征程催人奋进，新使命召唤担当。我们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 “争当

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为光荣使命，在省科协和省

厅党组的领导下，在全体理事、理事单位和广大会员的共

同努力下，不断在地学领域开拓新局面、谱写新篇章，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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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1 年工作总结 

和 2022 年工作计划的报告 

祖耀升 

（2022 年 3 月 31 日） 

 

孔理事长、各位副理事长、理事、常务理事，各位监事：  

受孔海燕理事长的委托，我向会议作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1

年工作总结和 2022 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请审议。 

202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的指导下，在省科协和

省自然资源厅正确领导下，在全体理事、监事、理事单位的大力

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省地质学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地质学会十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

议精神，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强化自身建设，认真履行社会职

责，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党建工作、学术交流、评优举荐、科

普宣传、会员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2021年荣获“中国地

质学会2021年度工作优秀奖”和“江苏省科协特色学会”称号。

去年9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钟自然同志

在视察中国地质学会南京旧址时，详细听取了学会的工作汇报并

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江苏省地质学会重视党建工作，注重制度

建设，注重三个能力提升和三种作风的培养，各项工作走在了全



- 10 - 
 

国省级地质学会的前列。 

现将2021年学会工作汇报如下。 

 

2021年工作总结 

一、 加强党建工作 坚持正确的办会方向 

一是始终突出党建对学会业务的引领作用。2021年是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学会理事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年初出台了

《江苏省地质学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实施方案》，对学会党史学习教育做了具体安排，明确要求学会

秘书处党支部和学会分支机构（党建工作小组），要围绕“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百年土地革命史”、“百

年中国地质史”开展认真的学习活动，增强推进新时代地质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日常工作中，始终以高度的政

治自觉性、敏感性，牢固树立讲政治、讲纪律、讲大局的意识，

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工作，严格与上级党组织的要求保持一致，用高质量

的党建促进高质量的学会业务工作，确保学会工作正确的政治方

向。 

二是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秘书处党支部认

真落实理论学习和主题党日等制度，开展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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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讲话、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等专题学习，学习原著，结

合工作实践谈体会；与省科协学会部党支部和“四地联盟”党支

部成员，观看了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排演的《热血青春雨

花情》、《长明》艺术党课，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积极参与省厅

党组开展的纪念建党百年系列活动，为系列活动《地质摇篮 红

色传承》主题展览提供了历史资料；精心准备，秘书处党支部书

记在省地调院党委召开的全体党员大会上做了《学中共百年党史 

回顾江苏地质工作发展史》专题党课，结合学党史、百年中国地

质发展史，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本科生、研究生做中国地质

发展史讲座的网络直播：《地质摇篮——走出 48 位院士的地质

调查所》，受到师生广泛好评。 

秘书处党支部与分支机构党建组织联合开展了赴上海中共

一大会址、浙江嘉兴红船和余村“两山理论”发源地学习教育活

动；与省地震学会、省地球物理学会和省地热能源学会党支部联

合开展了赴江苏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赵亚夫事迹馆等红

色场馆的学习教育共建活动。 

三是学会基层党建工作成绩突出。进一步强化秘书处党支部

建设，去年参加了省级机关党委组织的党支部“达标定级”工作；

分支机构党建组织建设取得新成绩，截止去年底，学会 18 个分

支机构党建组织实现了全覆盖，并开展了相应的活动。现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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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理事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秘书处独立党支部和分支机构党

建工作小组三个层级的党建组织框架，为学会党建工作提供了可

靠的组织保证。 

二、 创新工作理念，不断提升学会的影响力 

一是加大对重点学术研究方向的指导力度。年初，学会发布

了“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1 年学术研究课题和学术交流方向指南”

的指导意见，引导地勘单位开展有重点有方向的研究与攻关，在

各地各单位申报的基础上，选定了 10 个重点研究课题做重点资

助，重点围绕江苏经济建设和地勘行业发展中热点难点地质问题

开展工作，取得了一批优质学术成果：通过分析江苏海洋碳汇增

汇途径，提出了江苏海洋碳汇综合模型，并获批三项实用新型专

利；首次提出在下扬子地区存在电性非常规静态效应，并分析了

其关键影响因素，为江苏下步页岩气勘查指明了方向；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构建了新式海岸带岸基环境影像监测系统，监测软件

获得著作权；研究制订了适用于江苏矿山生态修复的技术规程，

填补了江苏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技术标准的空白。这些成果更加贴

近了江苏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展示了地勘单位在新形势转型发

展中的创新实践，也体现了学会服务地方发展、服务地勘行业的

工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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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深化学术交流 扩大江苏地学影响力。围绕国家双碳战

略，与上海地质学会、浙江省地质学会、安徽省地质学会联合主

办了第十八届长三角科技论坛之专题分论坛“碳达峰/碳中和背

景下的地热资源利用”、长三角青年地球科学论坛。围绕“保护

生物多样性,共建地球生命体”主题，与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

温州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联合主办了“浙

江温州生物多样性国际会议”，学会理事单位江苏省地调院、南

京大学地科院、华东有色地勘局海洋院、海洋地质专委会、青工

委的代表在大会作了江苏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江苏沿海盐碱地改

良及耐盐水稻种植等专题交流和发言，赢得与会代表的好评。 

学会城市地质专委会与浙江省第十一地质大队联合承办了

“韧性城市地下空间绿色发展国际会议”，主持了其中的“城市

地质调查及其成果应用”线上专题论坛，来自学会城市地质专委

会等 4 名代表在论坛做了“特大城市地质安全风险监测评估总体

思路”等大会报告，与中外地质专家交流分享城市地质工作的经

验。 

会同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委会参加在河南渑池召开的

“首届仰韶文化国际论坛”，我会专家在大会上做《探寻瑞典退

还中国仰韶文物之下落》报告，引起与会的考古学界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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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我省地勘行业奋战在地质工作第一

线的一批年轻科技工作者崭露头角，宣传了江苏地勘行业的科技

创新成果，进一步扩大了江苏地学界的学术影响力。 

三是分支机构学术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2021 年学会

18 个分支机构共开展了 20 场学术交流活动。如青工委除了联合

主办长三角青年地球科学论坛外，还组织南京大学地科院、中国

矿业大学、华东有色地勘局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代表参加了在贵

阳召开的第七届全国青年地学论坛并作学术报告，召集主持了

“环境同位素地球化学”和“同步辐射与环境地球化学”两个分

会场的活动。农业地质专委会主办了“2021 年度首届专家建言研

讨暨农业地质学术交流会”和“展望地质碳汇，助力江苏碳中和

目标早日实现”学术研讨会，深化了“矿地融合”的认识，向省

自然资源厅提交了专家建言。 

学会分支机构通过主办、承办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扩大了其

在社会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强了学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四是加强地质学会间的合作联系。为支持中国地质学会成立

百年的活动，我省地质学会制定了中国地质学会成立百年江苏活

动计划，收集史料，做好纪念场馆的准备工作，得到了中国地质

学会的好评。在中国地质学会支持下，《地质学刊》正在向中国

科技核心期刊目标冲刺。去年，进一步加强了广东、安徽、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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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江西和上海等省市地质学会的横向联合，如联合主办区域

性学术会议、加强交流学会之间办会经验、挖掘优秀地质科技论

文、谋划有关中国地质学会百年庆祝活动等。在省内，深化“四

地联盟”合作领域，联合开展学术交流、科普宣传活动和科技成

果评审工作，成效显著。 

三、建立激励机制，打造科技评优权威平台 

一是组织开展首届科技奖评选工作。根据省科协和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支持科技社团开设科学技术奖励的新要求，2021 年学

会在原优秀地质科技成果奖评选办法基础上，结合当前新形势、

新要求，新制定出台了《江苏省地质学会科学技术奖评选办法》

及其实施细则，明确了科学技术奖的评审程序及具体的评选技术

要求，组建了评选委员会和工作机构，组织开展了首届江苏省地

质学会科学技术奖的评选工作。经过严格的程序和专家的认真评

选，评选出了 2021 年学会科技奖一二三等奖共 15 个，其中：

《滨海盐碱地快速改良技术及标准研究》等 3 个项目为一等奖；

《江苏 1∶5 万丁三圩等九幅区域地质调查》等 5 个项目为二

等奖；《以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护为重点的小流域地质环境调查

评价研究—以北山水库为例》等 7 个项目为三等奖。获奖项目的

承担者基本上来自地质工作一线青年地质工作者，评奖活动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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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勘行业引起了积极地反响，特别是对青年地质工作者发挥了

很好的激励作用。 

二是积极组织专家开展建言献策活动。围绕当前地质工作重

点热点问题，组织专家开展决策咨询，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政

府决策提供科学决策依。农业地质专委会专家提交的“精准分析

地质环境，有效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专家建言，获得省自

然资源厅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和业务主管部门的采纳。学会组织

理事单位专家，配合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了全省地质公园、

自然保护地和科普场馆的现状调研，提交了详实的调查报告和专

家建议，为林业部门进一步加强全省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地，以

及科普场馆的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获得省林业局的好评。同

时，学会还根据新形势特点和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新型地质科

技专家智库建设，充实更新了学会的科技专家智库，吸收了土壤

生态修复、国土空间规划、海洋资源评估及海洋环境保护、地下

空间地勘技术等一批专家。 

四、丰富科普内涵，发挥自然资源科普主力军作用 

一是利用官方媒体和新媒体资源全方位开展宣传。学会在原

有发布新闻及宣传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认证号基础上，增

设了抖音官方账号及微信视频号两个用于科普宣传的新阵地，并

持续与新华日报科技周刊、扬子晚报、交汇点客户端、紫牛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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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人民网、省自然资源厅官微、中国地质学会网站、省科

协网站保持高度协同，宣传重点新闻、重要科普活动及时多端同

发，突出宣传效果。如此次汤加火山爆发，学会及时组织科技传

播首席专家编写了“汤加火山喷发有哪些热点问题”系列问答，

被省自然资源厅微信公众号连续转发，同时学会资深专家还接受

了省新闻媒体“交汇点”独家采访，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二是强化系列宣传，扩大地学科普内涵。去年南京疫情突发，

学会新闻、党建、科普等宣传阵地从线下转战至线上，编发了抗

疫小知识贴图、开展了科普日和科普周科普讲座直播，同时大力

宣传理事单位抗击疫情，促进科研生产的事迹。还依托全省自然

资源科普基地网络和学会网站，强化自然资源系统科普资源共享

和自然资源大融合科普宣传，将原来限于地勘系统和学校的传统

地质科普，与面向全省自然资源系统的地质研学、野外教学、科

普培训班、科普讲解大赛等结合，赋予了地学科普新内涵。 

三是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在承办第 52 个世界地球日

和 2021 江苏省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工作中，组织协调工作出

色，得到有关部门赞扬；调动理事单位积极性，在江苏省科普周

和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形成更多

的自然资源科普成果，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优秀科普工作者。紧扣

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以及融合发展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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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通过线上下，出野外、进校园，进实验室；联手“四地联盟”

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在广泛宣传的同时，加强“科普中国”、“科

技志愿者队伍”建设，发展了一批新成员；编写并出版了系列科

普图书《恐龙知识百问——翼龙》科普图书。 

五、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学会服务能力 

一是开展调研走访。学会领导带领秘书处同志深入理事单位

进行调研，先后走访了中国地调局南京地调中心、江苏煤炭地质

局和华东石油局等地勘单位。通过调研座谈，及时了解地勘单位

在当前转型发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也主动听取在新形势

下地勘单位对学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学会更好地服务理事单

位，推进江苏地勘事业改革发展明确了方向。 

二是发挥专业特长，提供技术服务。组织理事单位为溧阳市

天目湖镇和南京江宁区汤山镇申报地质文化村，为宜兴市太华镇

申报富硒土地项目提供技术支撑，促成太华镇获批中国地质学会

地质富硒土地建设认证；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开展华东地区

药用矿物资源课题项目，参与《华东地区药用矿物资源及现状研

究》课题中有关矿物章节的编写，得到学校的好评。 

三是做好会员服务。在全国省级地质学会中率先成立了“中

国地质学会江苏省会员服务中心”，明确了为会员服务的内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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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付诸实际。通过为会员参加学术会议提供方便、办理个

人入会、指导学术会议注册等具体举措。让广大会员在学会的相

关服务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赢得了会员们的好评。与省科技

期刊学会联合主办科技诚信道德培训，邀请名师讲课，观看《丁

文江》影片，教育广大科技工作者继承老一辈地质学家科学精神，

牢固树立正确的科研诚信道德观，推动学会科技诚信体系建设。  

六、健全制度建设 提升学会管理水平 

一是学会制度建设进一步强化。严格执行学会理事会、常务

理事会会议制度，明确工作目标和方向，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有

序推进。2021年学会共召开全体理事会一次，常务理事会三次；

先后出台了有关党建学习、重点学术课题、科学技术奖评选、采

购业务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和办法，使学会的制度建设得到了

进一步加强，保障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学会会费管理更加规范，

财务运行情况良好。 

二是秘书处工作更加规范高效。进一步优化了秘书处内部人

员分工，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范围，实施AB角角色，做到分工不

分家，形成了团结合作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也

提升了学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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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工作计划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地质学

会成立 100 周年。新时代、新征程赋予学会工作新的历史使命。

走过 60 年征程的江苏省地质学会，在新的征途上一定不辱使命，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省科协第十届二次全委会精神，紧紧围绕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自然资源中心工作，重点在地质科技创新、学术研究交流、

服务地质工作者等方面发挥优势，坚持目标导向，瞄准一流学会

目标，推动学会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一、突出政治引领，抓好党的建设工作  

工作中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捍卫

“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在理事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的领导下，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来引领

学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的党建保障学会高质量发展。秘书处党

支部和分支机构党建工作小组要在强化党性锤炼、强化知行合一

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增强党性意识，强化实干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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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升服务能力。继续开展学党史学中国地质学发展史活动，

继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学习、党员教育、专题党课、共建

教育等活动，力求取得实效，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对学会工作的引

领作用。秘书处党支部在“达标”基础上，争取更进一步。 

二、瞄准重点热点方向 开展高质量学术交流 

增强学术交流的针对性，围绕江苏经济发展和地质工作的重

点、热点，有的放矢，组织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精准资助理事

单位开展重点课题研究项目，形成一批能够填补专业研究空白、

提供政府部门科学决策、引领指导行业发展的高质量学术研究成

果。不断提高学会的学术引领力和学科战略支撑力。 

围绕“服务国家长三角战略、双碳计划和清洁能源的地质研

究”等主题，打造学会一流的学术品牌：主办好“纪念中国地质

学会成立 100 周年暨江苏省地质学会学术年会”；与上海地质学

会、浙江省地质学会、安徽省地质学会联合主办“第二届长三角

青年地球科学论坛”；与山东、上海、浙江、福建、安徽、江西

省市地质学会联合主办“第十九届华东六省一市地学论坛”；与

中国地调局南京地调中心联合主办“2022 年国际韧性城市论坛

紫金山新生态大会分会场”；与中国观赏石协会矿晶专委会联合

主办 2022 年南京国际矿物化石论坛；与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联合主办“第七届青年地下水科学青年论坛”；与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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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第十一地质大队等联合协办“2022 年浙江温州韧性城市国

际论坛”学术会议，通过这些省内外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和论坛，

展示江苏地质科研成果，进一步扩大江苏地学界的学术影响力。 

学会分支机构要根据各自的专业特色，开展或联合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针对性强的学术交流活动，做到“一专委，一

品牌”，形成一批在全省地学领域叫得响的学术交流品牌。 

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地质学会的合作，进一步提高《地质学刊》

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向中文科技核心期刊目标冲刺；联合四地联

盟的学术力量，及时发布会员的科研成果；动员会员积极参与中

国地质学会学术年会及其分支机构的学术活动，加强与国家级学

会的学术交往。 

三、不断加大创新力度，推动学会工作向纵深发展 

不断创新是学会工作的活力与生命力。要进一步加强与长三

角地区地质学会间的深度合作，扩大学会的交流范围，力争签署

长三角地质学会联盟合作协议，联合开展省际间的学术研究、科

普宣传和地质期刊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继续深化我省“四

地联盟”在学术交流、技术评估等方面的合作，取长补短，形成

合力，让这个跨学科的地学联盟在全省经济社会和地勘行业发展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启动学会团体标准的

编制工作和第三方技术论证和鉴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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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自然资源地勘行业转型发展新形势，新组建省地质学会

“医学地质”、“非金属矿”两个专委会，并开展相应的学术交

流工作，推动学会学术工作的创新发展。 

四、加大会员服务力度，举荐优秀人才和成果 

积极做好为学会会员的服务工作，充分发挥“中国地质学会

江苏省会员服务中心”的作用，为会员推广创新技术、入会、学

术交流、参加学术会议、发表科技论文和评优等提供实实在在的

服务。 

为学会的长远持续发展，我们要大力发展个人会员尤其是年

轻个人会员，要求每个理事单位每年新发展一批个人会员，每个

分支机构每年新发展 50 名以上个人会员。 

建立常态化会员评价制度，每年发布一次会员满意度问卷调

查，促进学会服务工作的不断改善。通过服务形式的创新，服务

能力的提高，吸收更多的个人会员，听取会员的意见和建议，把

学会打造成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学术团体，成为全省地质工作者

都喜欢的“会员之家”。 

进一步完善地质科技人才和成果的推荐机制，促进优秀地质

人才和成果脱颖而出，更加关注生产、科研、教学一线地质科技

领军人才的成长。开展 2022 年度江苏省地质学会科学技术奖评

选工作，推出一批地勘行业的优秀地质科研成果；组织开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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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会“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第十八届青年地质

科技奖（金银锤奖）”、“第五届野外青年地质贡献奖（金罗盘

奖）”、“第三届优秀女地质科技工作者奖”和省科协的各项评

比、推荐工作。 

五、整合资源拓展内涵，增强地学科普宣传影响力 

充分利用全省自然资源科普基地场馆和科普人才的优势，依

托南京地质博物馆等科普基地和学会理事单位的支持，做好全省

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和第 53 个世界地球日系列宣传活动的承

办工作；组织开展全省自然资源系统科普资源的宣传工作；配合

中国地质调查局，做好中国地质调查所南京巡展工作。学会旅游

地质和科普委完成《宁镇山脉旅游地质》专著的出版。 

认真组织和参与江苏省科普周和全国科普日线上下的活动，

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优秀基层科普工作者，提高地学科普公共服务

能力。拓展地学科普内涵，契合国家双碳目标、清洁能源等新发

展理念，紧扣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等主题，

不断赋予地学科普新内容。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和新媒体手段，

针对不同的受众，开展创新性、群众性、经常性的科普活动，树

立有影响力的地学科普宣传品牌，提高地学科普在社会公众中的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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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与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联系沟通，配合省林业主管

部门，组织理事单位专业人员，协同开展省内主要地质公园的现

状调研。联合“四地联盟”开展好防灾减灾日、博物馆日、全省

科普周、全国科普日等宣传活动。继续开展地质研学工作。进一

步加强“科普中国”、“科技志愿者队伍”建设，发展一批新成

员。 

六、发挥专家团队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秘书处和各分支机构要加强专题调研，开展精准服务，及时

了解当前地勘行业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掌握理事单位、广大

会员对学会工作的意见建议，不断提升学会工作的服务水平。 

紧紧围绕国家和省的发展战略、自然资源工作重点、地勘行

业改革发展、地学领域重点热点问题，充分发挥学会拥有的地学

专家团队优势，要求各分支机构通过学术交流和研讨，积极参与

涉及本学科、本专业发展的政府决策论证，每年向政府部门提交

一批涉及本学科、本专业发展的高质量专家建言，争取获得政府

部门的批示或采纳，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地质科技进步提供技术支

撑，当好政府部门的参谋和智囊，发挥学会的桥梁作用。 

开展理事单位需求调研，举办好“科技工作者日”等主题活

动，为学会会员提供科研诚信道德教育、业务培训、学术论文发

表、荐优评奖、参加学术会议等提供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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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学会新媒体等宣传工具，做好线上下学会信息宣传

和发布工作；进一步加强学会与新闻媒体以及省厅宣传部门的合

作，及时向社会宣传学会的工作和成果，发挥学会的窗口作用。 

七、精心组织安排，做好中国地质学会百年纪念活动 

今年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 100 周年。江苏是这次纪念活动的

重要举办地之一。根据中国地质学会的统筹安排，江苏省地质学

会将与浙江、湖北省地质学会合作，联合开展相关纪念和调研活

动；今年上半年开展中国地质会创立人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

故居寻访调研活动；下半年在南京组织举办中国地质学会早期历

史（南京）图片展览，宣传老一辈地质学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科学探索思想；8 月在南京举办纪念中国地质学会成立 100 周

年纪念活动，届时请相关理事单位积极支持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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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1 年度江苏省地质学会财务工作有序进行，严格按照《民

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开展工作。在学会理事会的正确领导下，

在各理事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主办、承办大量的学术和科普活动，

积极承接政府职能。按规定合理使用资金，保证了学会各项工作

的正常运转，做到量入为出，有节余。 

一、年度资产和负债变化情况 

1、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300418.66 元，其

中：货币资金 3093847.93 元，应收账款 52000 元，待摊费用

23333.33元，固定资产原值 568252元，累计折旧 478514.60元，

固定资产净值 89737.40 元，无形资产原值 49800 元，无形资产

摊销 8300 元，无形资产净值 41500 元。 

2、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负债总额 250770.16 元，均

为流动负债。 

3、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为 3049648.50 元。 

4、2021 年 1 月 1 日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变动情

况。期初净资产 2994221.14 元，期末净资产 3049648.50 元。 

二、年度收入和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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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收入合计 1450498.37

元，其中：会费 976500 元，提供服务收入 458979.03 元，其他

收入 10429.56，利息收入 4589.78 元。 

2、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总支出合计 1395071.01

元，其中：业务活动支出 1122811.51 元，管理费用 272259.50

元。 

3、2021年度，总收入和总支出相抵，实际结余 55427.36元。

未发生超预算情况，特此说明。 

以上决算报告，提请理事会审议。 

 

 

 

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2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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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按照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2 年度工作计划，开展学术交流、

科学普及、人才举荐、承接政府职能等工作，根据《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和江苏省地质学会财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

学会 2022 年度的财务预算报告如下。 

一、预计总收入 

全年预计总收入 125 万元，其中：会费收入 92 万元，与往

年持平；总会旧址房屋管理费、承接政府部门交办任务、制定团

体标准、科协项目经费等共 33 万元。 

二、预计总支出 

全年预计总支出 122.5 万元。 

（一）业务活动成本 

费用合计 60.5 万元，其中： 

1、学术活动费支出 28 万元 

包括：出版《宁镇山脉旅游地质》专著出版费 9 万元；重点

课题研究项目资助 10 万元；学术年会 5 万元；18 个分支机构活

动资助 4 万元。 

2、科学技术奖评选工作费 2.5 万； 

3、学术活动资助费 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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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第二届长三角青年地球科学论坛 2 万元；华东六省一

市地学论坛 1 万元。 

4、党建工作学习教育活动费 3 万元； 

5、中国地质学会成立百年活动费 3 万元； 

6、会务费及其他 21 万元。 

（二）管理费 

合计 50 万元，其中： 

1、办公费、邮费等 17 万元； 

2、折旧费 9 万元； 

3、车辆费用 5 万元； 

4、差旅费 6 万元； 

5、合同制人员费用 10 万元； 

6、公务接待费 3 万元。 

(三)其他项目支出 12 万元，包括承接政府职能、制定团体

标准、科协项目经费支出 

全年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以上预算报告，提请理事会审议。 

 

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2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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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江苏省地质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

结果的通报 
 

各理事单位、会员单位、分支机构： 

根据《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江苏省地质学会科学技术奖推荐

工作的通知》（苏地会〔2021〕25号），我会组织开展了“江苏省

地质学会科学技术奖”评选工作。经专家评审和结果公示，确定

获奖项目 15 个，其中：《滨海盐碱地快速改良技术及标准研究》

等 3 个项目为一等奖，《江苏 1∶5 万丁三圩等九幅区域地质调

查》等 5 个项目为二等奖，《以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护为重点的

小流域地质环境调查评价研究—以北山水库为例》等 7 个项目为

三等奖。现予公布。 

附件：2021 年江苏省地质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 

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1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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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江苏省地质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 

（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推荐单位 

1 

滨海盐碱地

快速改良技

术及标准研

究 

江苏省有色金

属华东地质勘

查局地球化学

勘查与海洋地

质调查研究

院、南京大学

地理与海洋科

学学院 

程知言、濮励杰、胡建、杨晋炜、

姜夏烨、葛云、陈澎军、楼锦花、

魏文杰、高伟、孙立才、缪源卿、

倪平泽、解君艳、解雪峰 

江苏省有色金属

华东地质勘查局 

2 
南通市城市

地质调查 

江苏省地质环

境勘查院 

施春华、王琦、周红卫、郭华、杨

仪、隋兆显、梅军、范冠宇、陈亚

楠、杨冠宇、孙世龙、徐家明、史

浩栋、赵伟、倪江河 

江苏省地质矿产

勘查局 

3 

盐穴储气库

地下工程施

工工艺技术 

江苏煤炭地质

勘探三队（江

苏长江地质勘

查院三分

院）、中盐金

坛盐化有限责

任公司 

於昌峰、谢卫炜、徐孜俊、平立

华、魏长青、肖玉帅、陈峰、宋延

超、李志强、赵云松、吴泽良、杨

震、郭明辉、顾扣泉、周涛 

江苏煤炭地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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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推荐单位 

1 

江苏 1∶5 万

丁三圩等九

幅区域地质

调查 

江苏省地质勘

查技术院 

刘建东、姚维军、梁兴江、张洋

洋、潘刚、张珣、黄辰辰、朱

鹏、薛文敏、王丹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

查局 

2 

火山岩覆盖

条件下深地

探测非震物

探技术 

 江苏华东八

一四地球物理

勘查有限公司

（江苏省有色

金属华东地质

勘查局八一四

队） 

詹少全、周锡明、 王导丽、张明

鹏、袁杰、杨伟、赵理芳、陈艺

竹、 陈中、王玉宏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

东地质勘查局 

3 

高邮凹陷垛

一段油气成

藏规律及勘

探潜力研究 

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油田分公

司勘探开发研

究院 

李储华、仇永峰、薄永德、陈平

原、李维、张雅君、杨艳、侯

斌、廖准良、李东亮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油田

分公司 

4 

徐州市采煤

塌陷地专项

调查报告 

江苏省地质矿

产局第五地质

大队 

蔡承刚、闫士民、汤志刚、钱

静、朱雯雯、景佳俊、黄阳、管

祯、颜士顺、孙哲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

查局 

5 

苏北金刚石

第二轮找矿

成果与勘查

技术方法研

究 

江苏省地质矿

产局第五地质

大队、江苏省

地质勘查技术

院 

宗德林、张琪、冯学知、周琦

忠、李琳、黄友波、吴学林、黄

阳、王国强、赵国凤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

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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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推荐单位 

1 

以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保护为重点的小

流域地质环境调查

评价研究—以北山

水库为例 

江苏华东基础地质勘

查有限公司 

陈彪、徐磊、王文

军、陈文静、姚慧

丽、白进忠、张海军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

东地质勘查局 

2 

后工业时代矿产资

源开发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 

江苏华东基础地质勘

查有限公司、江苏省

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

查局资源经济与产业

化研究中心 

陈雪、景山、刘鹭

妍、钱美平、狄让

丽、涂永明、王菁华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

东地质勘查局 

3 

江苏省五峰-高家

边组页岩气参数井

成果集成 

江苏省页岩气勘探有

限公司 

岑超、何委徽、徐春

华、王尹、秦新龙、

陆俊杰、刘理湘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

东地质勘查局 

4 

大功率人工源电磁

法在江苏省地热资

源勘探中的应用 

江苏华东八一四地球

物理勘查有限公司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

东地质勘查局八一四

队） 

何委徽、易建民、袁

杰、吴建峰、崔健、

刘和花、刘玲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

东地质勘查局 

5 

南京市汤山地区地

下热水资源调查与

规划评价 

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第

一地质大队 

徐成华、顾问、周玲

玲、于丹丹、刘刚、

施威、眭敏磊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

查局 

6 

海上水文地质钻探

与抽水试验关键技

术应用研究 

江苏省水文地质海洋

地质勘查院 

汪名鹏、李友龙、丁

加宏、董洪信、高长

岭、李金华、吴延松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

查局 

7 

低磨损率高孔隙率

水处理滤料砂加工

技术开发 

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

院 

顾晟彦、周娟、王泽

宇、张珣、沈瑞、吴

姗姗、贾志杰 

矿产地质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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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质学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2022

年党的建设工作要点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年。根据江苏省自然

资源厅和省科协党的建设工作总体要求，制定 2022 年党的建设

工作要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省“两会”、全

省自然资源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落实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学会业务工作，坚持讲

政治、勇担当、走在前，推动优作风、提能力、抓落实，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学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学会各项工作上台阶、

争一流，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坚持党性原则，坚决捍卫“两个确立” 

1.坚定不移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新观点、

新论断、新要求。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

中央重大部署，健全学习领会、布置落实、工作推进的工作机制。

及时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部署、重要会议、重要文件要求，结合

学会工作实际，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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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精神。把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聚焦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

神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部署，全力抓好贯彻落实。 

3.主动对接服务自然资源中心工作。围绕全省国民经济、社

会发展重大问题和自然资源重点热点，开展地质科技创新研究与

交流，推动学会的学术交流、科普宣传、人才举荐、会员服务、

建言建策等各项业务工作健康发展。发挥学会的平台、桥梁和窗

口作用，为双碳战略、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乡村振

兴等重大战略等实施建言献策，提供地质技术支撑。 

4.深化开展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按照讲政治、守纪律、负责

任、有效率的要求，持续推进秘书处党支部和分支机构党建小组

的政治建设，争创模范党支部、模范党建小组创新创优案例。以

政治能力为统揽加强学会党建教育培训，推动学会基层党组织意

识形态教育。深化党章党规教育，强化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和督促

检查。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制度，引导和规范学会党员干部工作时

间之外的政治言行。 

二、强化理论武装，努力筑牢思想根基 

5.全面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党

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着力

提高集中学习研讨质量效果。努力形成符合学会自身特点的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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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品牌。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

年奋斗历史经验，推动党史学习常态化长效化。 

6.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大力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融入到学会工作全部过程，转化为谋划发展、推动落实、解决问

题的思路举措。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检视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研

究制定针对性措施，以新发展理念推动学会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7.精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厅党组、省科协

党组的安排，部署、落实学会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

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条主线，促进和指导学会各项

工作。广泛运用学会网站和学会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等新媒

体，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化的学习贯彻工作格局，推动二

十大精神入脑入心，见行见效。 

8.严格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工作观念。加强对学会网站、微

信公众号等新媒体阵地的管理，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唱响主

旋律，激发正能量。常态化收集宣传学会理事单位和会员的创新

科技事迹、科研道德诚信模范事迹等，充分发挥新媒体阵地讲政

治、扬正气、树新风的舆论主导作用。 

三、增强服务意识，全面提升工作作风 

9. 充分利用地勘单位重大关键改革的契机。把改革创新作

为根本动力，超前谋划年度各项任务，深入分析研究，提高学会

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为更好地服务自然资源、地勘行业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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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充分发挥学会创新平台和专家

智库的作用，加强各类科技成果的宣传与推广。 

10.着力提升服务理事单位、服务基层会员意识。依托中国

地质学会江苏省会员服务中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听取理

事单位和基层会员的诉求，提高学会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

强与省厅部门，市县区局的上下贯通、沟通协同，做好政府转移

职能承接，服务好理事单位和会员的需求，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四、加强能力建设，持续锻造战斗堡垒 

11.持之以恒加强能力建设。坚持以政治能力建设为统领加

强学会党员干部能力建设，进一步转变思维方式、掌握科学方法、

创新工作路径、锤炼能力本领，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远考

量整体考虑、系统谋划学会各项工作，切实做到注重从政治角度

看问题、从全局角度找定位、从会员角度办实事、从质效角度抓

落实，不断提升学会工作质效和服务水平。 

12.加强秘书处和分支机构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

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认真落实主题党日、专题

教育和谈心谈话等组织生活和学习教育制度，提高民主生活会、

组织生活会质量。深化党支部分类达标定级工作，进一步增强党

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 

13.深化党建业务融合，用党建引领学会业务工作。学会秘

书处党支部和分支机构党建工作小组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学习教

育活动，让党旗飘扬在学会工作第一线。深化“四地联盟”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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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联盟品牌建设，提升共建实效，合力破解难题。深化精神文明

建设，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科研诚信

道德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五、坚持正风肃纪，深化建设“廉洁学会” 

14.强化政治监督。以“两个维护”为根本目的，以省科协、

省自然资源厅部署的重点任务为工作牵引，发挥党内监督和学会

监事会监督作用，确保工作部署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在

学会工作中，真正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15.聚焦廉政教育，筑牢拒腐防变根基。持续开展党风廉政

教育活动，推动政治教育、纪律教育、意识形态教育、科研诚信

道德教育等常态化制度化。 

 

 

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2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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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质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学会团体标准制定发布管理，发挥技术标准

引领行业创新发展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增加先进技术标准有效供

给，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全国专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管理规定》、《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江苏省团体标

准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江苏省地质学会团体标准（以下简称

“团体标准”），是学会按照地质行业发展和会员要求，组织会员

单位和有关单位等相关方代表共同参与制定且达成一致，并共同自

愿遵守的标准。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团体标准的制定、修订、实施、废止、

监督和日常管理。 

第四条 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编制要求。

并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要求，

不得与国家和地方有关产业政策相抵触； 

（二）尚无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且急需制定的，可制定团

体标准，并可适时申请转标，纳入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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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要求不得低于相关强制性标准的技术要求； 

（四）应当以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为目标，聚焦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填补标准空白； 

（五）鼓励制定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团体标准，或进行国际标

准的对接与转化。 

第五条 团体标准编号由团体标准代号(T/) 、社会团体代号、

标准顺序号和发布年号构成。团体标准的代号为“JSGS”，即江苏

省地质学会英文名称“Geological Society of Jiangsu Province”英文

缩写首字母。团体编号的结构为：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团体标准组织机构包括：江苏省地质学会标准化工作

领导小组、江苏省地质学会标准化工作办公室、江苏省地质学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江苏省地质学会标准化技术专家库。 

T/JSGS XXXX - 

XXXX 

年代号 

团体标准顺序号（阿拉伯数字） 

本学会团体代号 

团体标准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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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学会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由学会主要领导、相关副

理事长组成。设组长 1 人，副组长 1 人，成员若干，名单由学会常

务理事会审议批准。主要职责包括: 

（一）全面指导团体标准化工作； 

（二）负责团体标准的审批、发布和废止； 

（三）研究、决策团体标准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四）负责裁定团体标准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和分

歧。 

第八条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标准化技术专家库成员由学会理

事单位及有关行业部门单位的专家、专业人士组成。委员和专家应

在标准化、自然资源行业等领域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丰富实践

经验，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能力，同时熟悉和热

心学会标准化工作，能够积极参加团体标准活动。  

第九条 学会标准化工作办公室是团体标准工作的办事机构，

设在学会实验测试专业委员会。原则上由学会常务理事、实验测试

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以及熟悉标准化工作的相关专业人员组成。其主

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工作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制

（修）订团体标准管理规章制度； 

（二）组织制定和实施团体标准年度指南规划和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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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负责团体标准立项、编制、审查、发布、复审、实施与

监督等环节的具体管理工作； 

（四）组织参加国家、行业、地方或国际标准化活动，组织开

展标准化学术研讨、经验交流、标准化培训等活动； 

第十条 学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是团体标准审查机构。委员构

成需遵循覆盖专业领域广、各分支机构或专业委员会均衡的原则，

名单由团体标准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主要职责包括： 

（一）对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项目验收、标准报批进行审

查，并向领导小组提交审查意见； 

（二）制定完善学会团体标准体系； 

（三）积极参与国内外标准化活动； 

（四）协助学会团体标准的推广工作。 

 

第三章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第十一条 团体标准制定流程一般包括：提案、立项、起草、

征求意见、送审、技术审查、报批、发布、实施等。 

 

第一节 提案和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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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组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研讨确定

年度标准立项指南，并由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发布。 

第十三条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统一负责组织立项提案工作。学

会各分支机构、会员单位和会员、均可独立或联合申请牵头制订或

参与制订有关团体标准。 

第十四条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组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立项

提案审查。审查会议要求： 

（一）参与审查委员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的 2/3。审查视情况

可通过现场会议或线上通讯方式进行。 

（二）采用投票形式进行表决。获得参评委员 2/3 以上赞成票

的提案可上报领导小组,申请批准立项；未达到 2/3 赞成票的项目，

根据评审会结论向申报单位或申报人提出修改或驳回意见。 

（三）需要修改的立项，申报单位在 15 天内对修改意见做出

回复并重新提交申请。标准化工作办公室组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

行立项提案复评，并给出通过或驳回意见。 

第十五条 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技术委员会审查会议意

见，对提案进行审批发布，由学会发文下达当年团体标准制定项目

计划书。批准通过当日即为立项日期，并在江苏省地质学会官网上

公示。 

第十六条 项目完成时间期限为正式立项起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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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起草 

第十七条 团体标准一经正式立项，由申请单位组织起草单位

起草团体标准。起草要求： 

（一） 起草单位数量应不少于 3 家单位。 

（二） 原则上，主要起草单位为学会分支机构或会员单位。 

（三） 标准编写格式应符合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第三节 征求意见和送审 

第十八条 标准初稿和编制说明完成后，应广泛征求相关行业

技术专家、标准化领域专家和专业委员会的意见。征求意见形式为

信函征求或者网上公开征求等。反馈意见应不少于 15 个专家或单

位。形成征求意见情况汇总处理表。 

第十九条 起草单位应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究

和处理后，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对不具备

送审条件或征求意见不充分的标准，必要时可以重新征求意见。 

     第二十条 项目完成期限内，起草单位应将团体标准送审稿、编

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及有关论证材料一并提交标准化工作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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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如果项目到期未完成，可申请延期 3 个月。延期

到期后如果仍未完成项目，则撤销此项目，且 2 年内不再审批同一

项目。 

第三节 技术审查 

第二十二条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组织专家对提交的标准项目开

展技术验收工作，形成技术验收意见，给出是否完成项目和是否送

审结论。每项标准的技术验收专家不少于 4 名（包括组长 1 名）。

相关材料提交至标准化工作办公室。 

第二十三条 标准化工作办公室每年度组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对当年已通过技术验收的标准，进行标准送审稿审查，给出是否报

批结论。 

（一）采用投票形式进行表决。审查视情况可通过现场会议、

线上通讯或邮件函审方式进行。 

（二）委员会全体委员原则上均需参与评审投票。 

（三）获得参评委员 3/4 以上赞成票的标准送审稿可上报领导

小组，申请批准；未达到 3/4 赞成票的标准送审稿，不予报批。 

第四节 报批、发布和实施 

第二十四条 通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评审的标准，申请单位在 1

个月内，对照评审意见进行文本修改，形成最终标准报批稿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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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说明和评审意见修改说明。经评审专家组组长确认后，汇交至标

准化工作办公室。 

第二十五条 标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审查

意见，批准、组织发布和实施当年团体标准。 

第二十六条 团体标准著作权归江苏省地质学会所有。 

 

第四章 团体标准的修订和废止程序 

第二十七条 团体标准发布、实施后，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发现

已经发布实施的团体标准内容有过时或错误信息，或者需要新增内

容时，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讨论确认后，应启动团体标准的修订。 

第二十八条 标准修订原则上由原主要起草单位实施。同当年团

体标准制定立项提案工作同时开展。 

第二十九条 原主要起草单位无法承担标准修订工作的，可由标

准化工作办公室另行组织起草单位，起草单位要求见第十五条。 

第三十条 如主要起草单位、学会各分支机构或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提出废止申请，并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确认确无修改必要，可上报

至领导小组，审查后批准废止。 

 

第五章 团体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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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团体标准的实施与监督遵循客观公正、公开透明、

广泛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学会会员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可自愿采

用学会团体标准。 

第三十二条 领导小组根据实际需求，统一组织对团体标准的宣

贯和推广工作，由标准化工作办公室及各分支机构具体执行。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学会团体标准实施中发现的问

题，均可以向学会进行反馈。 

第三十四条 学会团体标准实施后，标准化工作办公室定期组织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学会各分支机构或其他相关技术专家，对发布超

过 5 年的学会团体标准实施效果进行复审，评价实施效果，提出复审

结论，确认标准继续有效或者予以修订、废止。 

 

第六章 经费管理 

第三十五条 团体标准制定工作所需经费，由牵头和申请参与团

体标准制定单位依照有关规定和约定共同承担。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地质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江苏省地质学会常务

理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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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质学会非金属矿产地质 

专业委员会设立申请表 
申请设立的专业委员会名称 江苏省地质学会非金属矿产地质专业委员会 

一、设立的目的和意义（限 1000 字以内）：  

   非金属矿产是为人类最早利用的一种矿产，石器时代的石刀、石

斧、以及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3000年）的彩陶，都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至20世纪初人类所利用的主要非金属矿产约有

60种，而目前竟达200种以上。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可供工业利用

的矿物和岩石种类还将继续增长。非金属矿床种类繁多，如磷矿

床、盐类矿床、石棉矿床、石墨矿床、金刚石矿床和宝玉石矿床等

等，并且分布广泛、使我们有可能大量地加以利用。构成非金属矿

床的矿石矿物主要是含氧盐类，特别是以硅酸盐、硫酸盐为主，磷

酸盐、硼酸盐次之，氧化物，卤化物和某些自然元素也可以形成矿

床。目前，非金属矿产在我国利用得比较广泛，主要是在以下几方

面： 

1.农业：人们为了提高并保持农作物的产量，在农田中大量使用由

磷、钾矿石生产的磷肥和钾肥以及农用轻稀土，为农业的丰收做出

了贡献。 

2.工业：在玻璃、化工、造纸、橡胶、食品、医药、电子电气、机

械、飞机、雷达、导弹、原子能、尖端技术工业以及光学、钻探等

方面也需要品种繁多，有特殊工艺技术特点的非金属矿产。如硅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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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石是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石墨在火箭、导弹的装置中用作耐

热材料，并在许多方面用作机械运转的润滑剂。1/ 2云母是电气、

无线电和航空技术中不可缺少的电气绝缘材料；明矾可作炼铝、制

造钾肥和硫酸的原料，也可用于印刷，造纸，油漆工业等。 

3.陶瓷工业：无论是在工业上还是民用生活上，我们几乎离不开陶

瓷制品，其应用数量之多，使用范围之广给人们带来许多便利，而

陶瓷的制造原料就是诸如高岭土、叶蜡石和硅灰石等非金属矿物。

用黏土矿物制作的陶器。4.建筑材料方面：建材用矿物原料占整个

非金属矿产量的90％，仅石灰岩一项，一年的消耗量就达数十亿

吨。随着现代化城市建筑向高层发展，人们已注意研究和寻找具有

轻质、高强、隔热、隔音和防震等性质的非金属原料。5.冶金工业

的辅助材料方面：随着冶金工业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的非金属矿

产，用以制造耐火材料、熔剂的原料。非金属矿产在整个国民经济

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目前包括

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非金属矿产的科学研究和勘查开

发，以期不断扩大非金属矿产的种类和利用领域，来造福人类。 

主要研究涉及：非金属矿产在工业、农业、环保等领域的应

用；非金属矿山与地质环境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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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地质大会经常有矿物材料专题研究，中国地质学会非金属矿

产地质专业委员会，于1980年10月11日成立,目前由中国建材地勘中

心总工程师陈正国任主任。 

   江苏省矿产资源分布广泛，以非金属矿产为主，有硫、磷、钠

盐、水晶、蓝晶石、蓝宝石、金刚石、高岭土、石灰石、石英砂、

大理石、陶瓷粘土；其中粘土类矿产、建材类矿产、化工原料矿

产、冶金辅助原料矿产和特种用途矿产是我省矿产资源的优势，其

中方解石、泥灰石、凹凸棒石粘土、保温材料粘土、水泥用辉绿

岩、水泥混合材料用闪长玢岩等6种矿产的保有储藏量列全国位。 

  省内矿产主要分布于徐州、连云港、盱眙一六合、淮安一扬

州、南京(宁)一镇江(镇)、宜兴(宜)一溧水溧阳(溧)、苏州一无锡

等地区。徐州地区有石灰岩、石膏、石英岩等非金属矿产储量丰富;

连云港地区有磷矿、水晶、蓝晶石、金红石、石榴红宝石和蛇纹石

等矿产资源。盱眙一六合地区有凹凸棒石粘土和蓝宝石砂矿。淮安

一扬州地区有盐类矿产。南京镇江(宁镇)地区有孔山、茨山、矽锅

顶等地的石灰岩、南京幕府山白云岩以及石英砂岩、膨润土等非金

属矿产。宜兴一溧水溧阳(宜溧)地区有陶土、膨润土矿，此外还有

金坛盐矿。苏州一无锡地区主要有高岭土及其它非金属矿产。 

江苏省相关大学、科研机构、地质勘查单位、非金属矿山及企业越

来越认识到加强江苏省非金属矿产地质及开发应用研究的重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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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苏总队隶属中国建材集

团，是省内唯一建材及非金属矿专业地质队伍，苏州中材非金属矿

设计研究院、中国高岭土公司、盱眙中材凹土公司、中化地质矿山

总局江苏地质勘查院、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中联水泥南京公

司、中国矿业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已聚集了大批勘查、开发及应

用研究人员，业已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骨干研究队伍。 

 

二、主要任务和拟开展的主要工作（限 1000 字以内） 

为了顺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发展要求、扩大国内外同

行交流、推动江苏省非金属矿产地质及开发应用的发展水平，旨在进

一步探讨非金属矿产地质及开发应用研究发展方向、提高开发应用水

平，培养和造就江苏省非金属矿产地质及开发研究队伍，特此申请在

江苏省地质学会内组建成立“非金属矿产地质专业委员会”，并建议

挂靠单位为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苏总队。拟主要开展的

工作包括： 

1）加强非金属矿产地质及开发应用的地勘、矿山及矿产品开发应

用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2）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非金属矿山及地质环境学术讨论会 

3）积极发现青年非金属矿产地质及开发应用领域的研究者，培养

青年人才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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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极参与江苏省地质学会相关学术交流活动与相应工作。 

 

建议挂

靠单位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苏总队 

建议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包括姓名、职称/职务、工作

单位、联系电话、邮件） 

主 任委 员 :  

姚圣根，教授级高工/副总队长、总工程师，中国建材地勘中心江苏总

队， 13851544611，837842697@qq.com 

副主任委员： 

方建国，教授级高工/院长助理, 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 

鲁光辉，高工 /副总经理    盱眙中材凹土有限责任公司，

15715161526，584344494@qq.com 

高级顾问： 

汪要武：教授级高工/总队长   中国建材地勘中心江苏总队

13305158679 

蔡建：  教授级高工/原院长   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

13806219775 

秘书长:   

mailto:58434449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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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迎军，高工/主任工程师    中国建材地勘中心江苏总队，

15240234877,641694705@qq.com 

副秘书长： 

李青    高工/技术中心主任  中国高岭土公司 13915521547  

libkhmfan@163.com 

孙玉强  高工/地环部经理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江苏地质勘查院，

13866557596，邮箱：273576882@qq.com 

委   员： 

陆建军    教授         南京大学     13952008856    

lujj@nju.edu.cn 

孙亚军    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  13912005180   

syj@cumt.edu.cn 

张发明    教授         河海大学     13770671695   

zhangfm@hhu.edu.cn 

郑茂松  研究员级高工  江苏省凹土材料产品重点实验室

13805234530,825570357@qq.com 

谌向阳   高工/矿山部经理   中联水泥南京公司，13585129085，

1575406246@qq.com 

陈亮     教授级高工/总监   中材国际南京设计院 13851637070 

1047761628@qq.com 

mailto:syj@cum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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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映炜 高工/副总 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 13771795650  

hanyingwei@163.com 

罗星民  教授级高工   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 

13914061878  331396714@qq.com 

杨马全  高工/副经理 江苏船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13775373735， 

411084389@qq.com 

杨博允    特别助理     江苏信宁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5261808462 

3123494683@qq.com 

刘巍    矿山部经理  句容台泥水泥有限公司  18617559909 

liuwei@taiwancement.com 

胡新兆    高工/副院长    淮安市地质矿产勘查院 18652329650 

huxinzhao@163.com 

陈庆福   教授级高工/副总经理    中国高岭土公司 13962114348  

沈忠明   高工/生产部副部长      中国高岭土公司 13912703707  

525343953@qq.com 

张飞     工程师                 中国高岭土公司 18251193390  

921218426@qq.com                  

蒲东鸿  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材地勘中心江苏总队，17366216580，

381496767@qq.com 

mailto:3123494683@qq.com
mailto:52534395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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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    高工/总队长助理    中国建材地勘中心江苏总队，

18252011036，cnbmmi@qq.com 

陈亮    高工/院长          中国建材地勘中心江苏总队，

15150583857，64125972@qq.com 

王傲雷  工程师/院长    中国建材地勘中心江苏总队，

18509207517，1596442533@qq.com 

虞金林  高工/标准砂副经理   中建材矿业投资江苏有限公司，

15240236325，2225880612@qq.com 

王思文  工程师/副总经理     中建材矿业投资尼日利亚有限公司，

18061683607，sveinn.wang@yahoo.com 

王海燕  高工/经理    中建材矿业投资莫桑比克有限公司，

13705142929，349156697@qq.com 

孙磊    教授级高工 /主任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  

13776648678，66561330@qq.com 

居维伟   高工/总工    华东有色新能源有限公司   15951854445，

19050239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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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建

议

人 

第

一

建

议

人 

姓名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电话 电子邮件 

姚 圣

根 

教 授 级 高

工/副总队

长、总工 

中国建材

地勘中心

江苏总队 

13851544

611 

837842697@qq

.com 

其

他

建

议

人 

方 建

国 

教 授 级 高

工/院长助

理 

中材苏州

非金属矿

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

司 

13505169

934 

 

学会秘

书处意

见 

同意 
负责人：              时间：2022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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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质学会医学地质专业 

委员会设立申请表 
申请设立的专业委员会名称 江苏省地质学会医学地质专业委员会 

一、设立的目的和意义（限 1000 字以内）：  

   人体是由很多元素组成的。人体主要依靠地壳的岩石而取得所需

要的宏量(碳、氢、氧、氮、钙、磷、钾等)和微量元素(铁、铜、

钴、锌、铬、硒、碘、氟等)。这些宏量和微量元素从地壳进入人的

身体，经过的途经是非常复杂的,不同地区地壳所含元素的丰度不

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就不同。医学地质就是基于上述情况，研

究地质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关系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它是医学、公共卫

生、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

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主要研究涉及：地质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关

系； 地质环境与流行病、地方病、职业病；地质环境与人体结石形

成；地质环境与中药材等方面。 

   尽管人类早就认识到地质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但是其现代学

科理论和方法体系创建于20 世纪60 年代。国际地质科学与环境计

划委员会在1996年建立了医学地质工作组。国际医学地质学会

（IMGA）于2004年成立(www.medicalgeology.org)。中国地质学会

医学地质专业委员会，于2020年12月25日成立,中国地质大学校长王

焰新院士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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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6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开展了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氟病、

碘缺乏性疾病、碘过量疾病、砷中毒、氟中毒、乌脚病、地方性铊

中毒方面的环境地质和地球化学研究。但是研究程度亟待深入，地

质与医学的紧密结合亟待加强。进入21世纪，相关大学、医院、科

研机构越来越认识到加强医学地质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南京大

学、江苏省中医院、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中心、江苏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省人民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中科院土壤研究所、中国矿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大学等高

校院所和医院已聚集了大批科研人员从事医学地质的研究，业已形

成了一支以中青年学者为骨干的研究队伍。 

 

二、主要任务和拟开展的主要工作（限 1000 字以内） 

为了顺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形势、扩大国内外同行交流、推动江

苏省医学地质的发展水平，旨在进一步探讨医学地质的学科发展方

向、提高相关研究水平，培养和造就江苏省医学研究队伍，特此申请

在江苏省地质学会内组建成立“医学地质专业委员会”，并建议挂靠

单位设在南京大学。拟主要开展的工作包括： 

1）加强医学地质相关科研团队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2）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医学地质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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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发现青年医学地质领域的研究学者，培养青年人才梯队； 

4）积极参与江苏省地质学会相关学术交流活动与相应工作。 

建议挂

靠单位 
南京大学 

建议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包括姓名、职称/职务、工作

单位、联系电话、邮件） 

主 任委 员 : 倪  培，教授/副院长，南京大学， 13813829818，

peini@nju.edu.cn 

副主任委员：顾晓箭，教授/主任, 江苏省中医院，13505169934, 

guxj61@hotmail.com 

              夏有兵，教授     徐州医科大学，19805001008，

574047413@qq.com 

         陈国光, 教高/副总工,中国地调局南京地调中心，

18951692608，553656176@qq.com 

秘书长 :  陈雪花，主任，江苏省中医院， 13851860931，

chenxuehua026@163.com 

委   员： 

 蔡元峰   教授        南京大学,15305150985,caiyf@nju.edu.cn 

 徐   彦    主任医师     江苏省中医院， 13952005628, 

xuyan3615@sina.com 

mailto:553656176@qq.com
mailto:江苏省中医院，xuyan3615@sina.com
mailto:江苏省中医院，xuyan3615@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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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日进   主任医师    江苏省人民医院，13952014392， 

songrijin@163.com 

 封   亮    教 授         中 国 药 科 大 学 , 

13951898629,wenmoxiushi@163.com 

 丁 俊 英    副 教 授       南 京 大 学 ,13770699049 ，

jyding@nju.edu.cn 

 刘 圣 金    副 教 授       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 ，

13770653305.lsj@njucm.edu.cn 

 冯宁翰   主任医师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13861892528，

fnh888@njmu.edu.cn 

 左  立   主任医师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15051957700，

zuoli@njmu.edu.cn 

 郑  兵   主任医师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13813605988，

ntzb2008@163.com 

 周正东   主任医师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13605103558，

zd363558@163.com 

 王  水   教高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13305148910，

735621101@qq.com 

 许伟伟   高工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15850518431，

xuweiwei56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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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启林   主任医师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3451723697，

linqix_827@163.com 

 秦   超    主 任 医 师     江 苏 省 人 民 医 院 ，

13776678978,13776678978@163.com 

 连  斌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18951806649, 

bin2368@vip.163.com 

 李福春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13951878642， 

fchli@njau.edu.cn 

 黄  标   研究员      中科院土壤研究所, 13813816275，

bhuang@issas.ac.cn 

 崔 恒 林    教授         江 苏 大 学 ,15996801926 ，

cuihenglin@ujs.edu.cn 

 孟凡巍   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 13951718397, 

mfw201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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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建

议

人 

第

一

建

议

人 

姓名 职称/职

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电话 电子邮件 

王焰新 院士/校

长 

中 国 地 质

大学 

18907108

660 

yx.wang@cug.e

du.cn 

其

他

建

议

人 

倪 培 教授/副

院长 

南京大学 13813829

818 

peini@nju.edu

.cn 

顾晓箭 教授/主

任 

江 苏 省 中

医院 

13505169

934  

guxj61@hotmai

l.com 

学会秘

书处意

见 

同意 
负责人：                    时间：2022年 3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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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变更表 

因人事及工作变动，倪红升辞去副理事长职务；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申请副理事

长、常务理事、理事变更；中石化华东石油局申请常务理事变更，现提交会议审议。 

 

 

 

 

 

 

 

 

 

序号 理事单位 担任学会职务 原任名单 拟任名单 

1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副理事长 倪红升  

2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副理事长 李基宏 高延光 

3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常务理事 毛晓长 邢光福 

4 中石化华东石油局（华东油气分公司） 常务理事 何希鹏 高玉巧 

5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理事 邢卫国 李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