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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民盟中央“全国先进个人”(2001年6月)，“全国抗震救灾先进个人”(2008年12月)荣誉称号。    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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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岳金林、高天佑编著的《陇南重大自然灾害研究》首次全面、系统地对陇南市重大自然灾害进行了历
史回顾，并对其做了梳理、分析与研究，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为当前和今后陇南市做好重大
自然灾害的宣传教育、预警预防及灾害治理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务实之策。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值得
有关专家和区域内党政领导层与普通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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