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矢志不渝一心向党！我校92岁退休教师圆了入党梦
本报讯（记者 马长蕊）“感谢党

组织，让我圆了入党梦。”得知支部同

意接收自己为预备党员后，92岁退休

教师曹俊安激动地说。

10月11日上午，我校离退休党委

第八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会议现

场，63名党员以线上、线下无记名投票

方式表决，同意接收曹俊安为中国共

产党预备党员。

曹俊安是我校一名退休教师，生

于1930年11月11日。1950年朝鲜战

争爆发，曹俊安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入

伍参军。1956年，从部队复员转业后，

曹俊安被分配到我校任教，并于1957

年4月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

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入党的

想法也藏在了心里。

退休后，曹俊安坚持每天读报、

看新闻，了解国家大事。“我生于旧社

会，长在红旗下，是党带领我们过上

了现在的幸福生活。看到改革开放

以来国家发展取得的成绩，特别是疫

情防控中那么多党员奋战一线，这些

都让我激动不已，更加坚定了我入党

的决心……”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

学校老党员李峰荫、李林等的意见，

曹俊安郑重地向党组织提交了长达5

页的入党申请书。曹俊安告诉记者，

这份入党志愿书自己一笔一画写了

一个月，修改了七八次后才正式提交

党组织。

收到曹俊安的入党申请书后，离

退休党委立即研究，并向学校组织部

门进行了汇报。经学校党委同意，曹

俊安被正式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此后，针对曹俊安的实际情况，

离退休党委专门制定了入党积极分

子发展对象的培养教育考察计划，多

次与其谈心谈话。其间，曹俊安以个

人自学为主，支部听取学习汇报的方

式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国共产党简史》等书目，并提交了学

习心得。

“曹俊安老师政治上热爱党，拥护

党的政策，不忘初心，92岁高龄要求入

党，这种精神令人鼓舞、令人感动。他

作风朴实正派，一辈子勤勤恳恳、兢兢

业业，本人愿意介绍他入党。”曹俊安

的入党介绍人李林说。

“回望过去，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

始一直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和道路行

走。今天，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心愿，

今后愿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继续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光发热。”曹俊

安说。

高校本博贯通班培养“精尖”科研人才
根据教育部《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指南（试行）》

《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于2021

年12月成立了未来技术学院。未来技术学院以独

特开放的人才培养改革模式推动学校人才培养管

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创新，成为学校人才培养

和综合改革的实验特区。

日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首届

本博贯通拔尖班新生选拔工作顺利完成，成为陕

西省省属高校中第一个开设本博贯通拔尖班的高

校。本博贯通拔尖班的学生可以通过八年（本科

五年制的专业需九年）的学习，完成从本科到博士

的学业，这对早早立志投身于科研的同学们而言

缩短了学习周期，省去考研、申博的时间精力，使

其能更专于科研领域的学习。

华商报记者从陕西高考服务网首席专家邢东

奇处了解到，2022年有70余所高校在陕通过本硕

博长学制培养模式招生，形式包括强基计划、基地

班、试验班等，学校涵盖985、211、双一流高校。这

种长学制贯通式的培养模式如何培养学生？适合

于哪些学生？是否将成为未来培养科研人才的趋

势？华商报对此进行了专题采访。

本博贯通拔尖班
高校人才培养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秋季学期伊始，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未来技术

学院针对建筑学、城乡规划、土木工程、环境类（给

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和环境科学）等专业，

在2022级新生中选拔优秀学生进入本博贯通拔尖

班学习。未来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刘言正告诉记

者，本博贯通拔尖班采用“3+5”（建筑学、城乡规划

专业为“4+5”）本博贯通培养模式，人才培养计划

打通本-博两个培养阶段，实现本科教育与博士研

究生教育有效衔接和交叉融合。

本博贯通班的特色与优势不仅体现在培养学

制方面，在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管理等方面

都有独特之处。本博贯通班的课程体系重点在于

打破传统专业学科壁垒，推动专业学科交叉融

合。在公共基础课程设置上强化学生思维方式的

训练，强化数学、英语、物理、现代信息技术、人文

社科等基础学科知识，培养学生数理融通能力，为

未来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国际合作打下深厚的理论

功底。专业课程设置具有前沿化、国际化的特点，

通过学科融合、课程化合、资源聚合、产学结合、中

外联合，构建包含研讨课、案例分析课、综合设计

课、科技前沿课的研究性课程体系，消除原有知识

体系碎片化、同质化问题。

未来技术学院汇聚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优

势师资，负责学生的授课和全方位学业指导，师资

队伍由国内外知名高校教授、科研院所（企业）专

家、本校优秀教师组成。教学上采取小班化授课，

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教学方式，并且实施全

程导师制，学术导师和学业导师将在课程学习、科

学研究、职业规划、思政教育、素质教育和心理健康

等方面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引领、指导和帮助。

选拔侧重科研潜质
实行审核分流和淘汰机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土木、建筑

“老八校”之一，积淀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最

早的一批土木、建筑、环境类学科精华。瞄准碳达

峰碳中和发展需求，聚焦国家未来行业发展趋势，

学校选择有了具有学科优势的专业领域设立了本

博贯通班，旨在培养具有前瞻性、能够引领建筑科

技领域未来发展的创新领军人才。

已被建筑学、城乡规划、土木工程、环境类（给

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和环境科学）专业录取

的新生可自主报名，通过笔试、面试环节进行选

拔。选拔侧重考查学生的基础能力和科研潜质，拔

尖班的学生本科阶段实行审核分流和淘汰机制。

“一般在每学期开学初对上一学期（或学年）学生进

行资格审查，分流后的学生退出本博贯通培养模

式，同时在该专业选拔增补学生进入本博班。”

刘言正认为，想要进入本博贯通班的学生应

对专业前沿和科学问题充满浓烈的兴趣和爱好，

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愿望和初步规划，同时应具备

家国情怀、世界胸怀，立志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未

来建筑科技领军人才。

连贯性培养模式更容易做到“精尖”
是今后培养科研人才的有效途径

“本博贯通培养能统筹安排本科、硕士和博士培

养阶段，对资源进行整合优化，避免各个阶段培养环

节的重复，培养学制会缩短，培养效率也会提升。另

外科学研究需要长期深入，连贯性、体系化的培养模

式更容易做到‘精尖’”。刘言正表示，如今科技的更

新迭代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科技飞速发展引发的

革命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正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

产生活方式、社会发展进程、国际竞争格局。在此背

景下，本博贯通的培养模式对于人才培养更专注，是

今后培养科研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十余年来，陕西高考服务网首席专家邢东

奇在高考季为考生们进行志愿填报指导，根据他

的观察，从招生的学校数量和招生计划人数来看，

本硕博长学制培养模式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是在学校发展水平、师资力量等因素的限制

下，增长速度不是很快，各高校的招生计划数量仍

然较少。”

邢东奇表示，本硕博长学制培养模式受到考

生的普遍欢迎，又因计划数量较少，所以录取分数

普遍偏高，“从西安交大、华中科技、哈工大、华南

理工等高校在陕录取情况看，实施本硕博长学制

培养模式的专业录取分数均居所有招生专业之

首。”邢东奇分析这种培养模式备受学生欢迎的原

因有如下几点：“第一，可以进入著名大学的重点

学科就读，师从院士等著名学者；第二，可以以较

短的时间获得博士学位；第三可以规避考研申博

等环节的激烈内卷。”

邢东奇建议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

行选择，“这种模式适合高中学习成绩优秀、立

志以后从事科学研究的同学，要具有吃苦耐劳、

甘于寂寞的精神，要有勇于攀登科学研究高峰

的信心。”

邢东奇认为，长学制、贯通性的培养模式将成

为今后培养科研人才的趋势，“高端芯片与软件、

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

域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才培养，离不开基

础学科。多年的实践探索证明，本硕博长学制培

养模式有利于选拔人才、发现人才，有利于早出人

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

（华商报记者 锁铮铮 实习生 李金婷，原载

《华商报》10月10日第C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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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问我：“您老八十多岁，身

体还这么硬朗，有何秘诀？”我说：“我

年轻时在健康银行里有储蓄，现在是

在享受红利哩。”

怕别人听不懂我的话，便解释说：

我1957年考入西建院（西安建大的前

身），当时的学校领导为推动学生参加

体育锻炼，制定计划并大张旗鼓宣传

落实。体育老师每天早晨和下午课外

活动时间轮流守在操场上当指导。同

学们对体育锻炼也十分重视，积极参

加。早晨起床铃一响，大家都不约而

同地涌向操场。有的在器械上锻炼，

有的打篮球、排球，大部分人选择跑

步，每条跑道上都有奔跑的人。一个

早晨锻炼下来，浑身感到轻松，上课精

神饱满，体质大大增强。我开始跑三

圈（1200米）就感到很累，后来每天跑

四圈也觉得轻松。大二体育课考核

时，1500米我跑了4分30秒，达到国家

三级运动员的标准，这个成绩在我们

班只能算得上中等偏上一点的。

毕业设计时我精力充沛，每天开

夜车，耗了我几斤肉，三天饭一吃，沉

沉地睡上一觉，体重又上去了，毕业设

计及答辩成绩还得了个“优秀”。身体

好的人在学习上也占了便宜。

走上工作岗位后，由于在建院五

年坚持锻炼，体质打下了基础，直到

退休也不曾生过病，还在市报上发过

一篇《我一辈子没请过病假》的文

章。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母校有这

样好的体育锻炼氛围，还要感谢我自

己。一个在温暖的南方长大的孩子，

冬日里顶着北方的寒风，哈着白气，

坚持跑步，没有放弃，为毕业后为祖

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储备了潜力。今

天，我要向母校汇报：健康地工作五

十年，我做到了。

（作者系我校工民建专业1962届

毕业生，今年85岁）

只因为健康有了储备
◇叶葆菁

奋进向上 则可少悔
春去秋来，又是一届新生。回忆当

年入学时，也曾风华正茂，惜乎不能自

持，及至于今，方悔不该耽于逸乐，以致

豪情渐失，不复往日之挥斥方遒，遂书

此文，以告后生，当知大一之优势，勿失

大一之先机，奋进向上，则可少悔。

彼时初入建大，心高气远，所见所

闻多有新鲜，恰作天然之动力，正为奋

发向上而不倦。而大学虽为规划人生

之时，因有高考当于前关，学生多以其

为的而放矢，未谋其后之事，至于大学，

则茫然无措，不知所往，动力渐失，日趋

疲乏，荒于嬉而毁于随，然则开学新鲜

之感，实可充其空虚，暂以推动学习，若

借此时以诚意正心，蓄养良习，日后当

能更上一层楼，此为大一心之胜也。

早日熟悉大学生活，倚此优势占

得先机，过四级，稳作息，深自砥砺，参

赛积极，必能在大学新环境中闯出一

番天地！

探索征途 追求学问
看紫阁，天蓝云白，于今秋，徐徐风

来；观南山，月光清闲，恰玖月，惊鸿一

瞥！作为你们的学姐，对你们有着诚挚

的欢迎和殷切的希望：希望笔墨纸砚，

有你真草隶篆龙在舞；希望琴棋书画，

有你吹拉弹唱龙在飞；希望苍苍雪夜，

紫阁砖瓦有你一红泥绿醅；希望熹微晨

光，南山有你一温柔轻唤；希望建大的

大学校园，有你的得偿所愿！

从迈进大学校门那一刻起，旅途会看

到怎样的风景，全取决于也仅仅取决于你

们接下来的每一天做什么——以诚实锻

铸品格，以扎实描摹基础，以朴实沐浴作

风，以踏实标杆工作。“自强、笃实、求源、创

新”不仅仅是校训，更是建大学子的信条。

去参加学生会，挑战自己的舒适

区，与难题再度交手，是否光彩依旧？

去攻坚专业课，翻越四六级的高峰，英

语拦路障碍重重，能否步履从容？去培

养兴趣点，探索自己的天赋所在，征途

浩荡兮，南北东西，人生的转折点，能否

不戚戚汲汲？去遨游知识海洋，追求社

会学科的真理之所，学问让你智慧，让

你沉醉，也会让你出类拔萃。

我们的大学生活，就是解答难题，

翻越障碍，探索征途，追求学问，寻觅归

宿。最远的征途，最深的学问，最终的

归宿，都该是你自己！

◇陈运韬（环境学院）

◇何佳营（文学院）

相遇未来，遇到更好的自己
相遇大学，希望此时的你仍热爱生

活、乐观上进。在高中，曾无数次听到

过“到大学，就轻松啦”，希望千万不要

这样认为。到了大学后，会发现一切都

和想象中不同，竞赛、演讲、参加志愿者

活动、专业成绩、四六级、奖学金……一

张张标签仿佛告诉我们，做了这些事，

才没虚度大学时光。

亲爱的你，现在面临着很多选择，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希望你不会后悔自

己做过的这些决定。先找个目标吧，就

算现在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但可

以有一些小的目标，如练字、弹琴、考级

等。从长远来看，不管对身体、心智、物

质还是精神层面都能有持久的影响。

希望你能一直采用四象限法则将生

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让自己更充实和快

乐。找到目标、拆解目标、找出重要的事

情、列大学清单、撸起袖子加油干！相信

会遇到更好的自己，让我们相遇未来。

◇王若溪（建科学院）





  编者按 初入大学校园，面对不

一样的学习生活环境，“萌新”们是否

有一些疑惑或忐忑，又该以怎样的心

态开启大学之旅呢？为了让大一新

生更快地适应大学生活，本报学生记

者团特别邀请了不同专业的学长学

姐为大家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看

看他们的“经验之谈”吧！

感 悟 建 大

作者在校时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