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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来我校调研

按辈分来讲，童岳生老师是师爷辈，在学校

读书时光与老先生接触机会不多，但有限的几

次当面交流和授课，先生教诲犹在耳边。虽然

毕业离校二十余载，但点滴往事恍若昨日，记

录二三事，作为晚辈，谨以此表达对童老师的

怀念之情……

本报讯（记者 詹鹏超 肖雯雯） 3月19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雒树刚

一行来我校调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许达哲、田学军、古小玉，全国人大教科文卫

委员会委员李巍、高岭以及6省市人大教科文卫委

员会代表参加调研。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郭青，陕西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

员、工委主任王建利，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

海波，我校党委书记朱晓渭、校长赵祥模陪同调研。

雒树刚一行参观了学校建筑学院、绿色建筑全国

重点实验室、陕西省膜分离技术研究院、功能材料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低碳建筑环境国际

合作联合实验室，考察了学校在相关领域人才培养、

优势特色、成果转化、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朱晓渭、赵祥模对雒树刚一行来校调研表示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学校学科建设、科技创新和人才

培养等方面情况。

全国人大、部分省市和陕西省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我校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活动。

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建大力量
◇本报评论员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3月5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

审议时，就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明确要求、作出

深入阐释、指导发展实践，进一步阐明了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重大问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

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作为区别于传

统生产力的新型驱动力，其核心在于科技创新，

具有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特征。新

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

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

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

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高校作为人才集聚的高地、人才培养和科技

创新的基地，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扮演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高校拥有丰富的人才资

源。优秀的科研人员和充满创新活力的学生群体

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能够不断推动新质生产力

的形成和发展。其次，高校具备强大的科研实力，

能够开展前沿性、基础性的研究，为新质生产力的

培育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保障。此外，高校还拥有

完善的学科体系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为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持。

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是高

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一所以土木建

筑、环境市政、材料冶金及其相关学科为特色的

高校，西安建大已具有“一条龙”的完整“建筑科

技”学科链群，几乎涵盖城乡建设的所有专业，并

延展到建设前端的材料、冶金、采矿、机械及经

管、人文艺术等学科，形成“一链多群”的特色化

发展格局。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更需要在培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找准“着力点”。

一是要持续加强学科建设，优化学科专业布

局。当前，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分子工程、

石墨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

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等为技术突破口的第四

次工业革命正在全球加速演进。要围绕推进新

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发展与

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做好学科专业

优化、调整、升级等工作，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

一动力，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作

为一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以服务国家战略、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目标，开展有组织科

研，真正去解决一些“卡脖子”问题，推动原创性、

颠覆性科技成果的产出。同时，还应加强与企

业、政府等的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推

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良性互动。此外，还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

进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

业，如低碳零碳建筑、绿色环保产业等，为发展新

质生产力注入强大新动能。

三是要着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高素质人才。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

素，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力量。人才培养是高校的

第一使命，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要着力培养高素

质的拔尖创新人才。这就要求学校通过改革教

学方法、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学、加强创新

创业教育等方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要充分发挥交叉创新研

究院、未来技术学院等作用，大力培养交叉创新

人才。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发展新质生产力不

仅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也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实力的重要支撑，是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高

校只有在当前新形势下找准定位，找好着力点，

才能更好地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学校高质

量发展，才能更好地彰显自己在服务国家战略中

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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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詹鹏超） 3月22日下午，全

省教育系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宣讲报告

会在我校草堂校区举行。省委宣讲团成员、

全国人大代表、我校校长赵祥模教授以“凝心

聚力 谱写新篇”为题为全省教育系统宣讲全

国两会精神。省委教育工委委员冀映秋主持

报告会。

赵祥模从会议基本概况、会议主要精神、

陕西代表团主要活动和工作情况、学习宣传

贯彻的要求、有关教育的安排部署及建大实

践五个方面对全国两会精神作了系统、全面、

深入的宣讲，重点与大家一起学习了全国两

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三次重要讲话精神以

及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加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

设的明确部署。赵祥模向大家介绍了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近年来在提升服务国家战略能

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等方

面的探索与实践，号召全省教育系统要把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

国两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迅

速掀起学习宣传两会精神热潮，不折不扣抓

好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两会精

神在陕西落地生根、见到实效。

冀映秋指出，全省教育系统要把学习贯

彻全国两会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结合起来，与我省教育实际联系起来，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凝心聚力，踔厉奋发，扎实推动各项工作

落地落实，为谱写陕西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汇聚强大力量。

本次宣讲报告内容详实，信息量大，生动

精彩，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和指导性，

让大家备感振奋、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切

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

自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

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入脑入心，紧密联系

实际，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推动全国

两会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等工作的重要部署

在教育系统落实见效。

“作为大学老师，我们将通过开展一流的

科学研究，培养一流的青年人才，产出一流的创新成果，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大新动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获得者、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陈荣教授说。

宣讲报告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各地市教育

局负责同志，各高校相关负责同志、宣传部长、师生代表，省委

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处级以上干部参加报告会。

3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雒树刚一行来我校调

研。这是雒树刚等在我校绿色建筑全国重点实验室参观。 詹鹏超 摄

本报讯（记者 马长蕊） 3月8日，我校环

境与市政工程学院王磊教授团队在 Nature

子刊《自然·通讯》上发表题为《二维卟啉基

金属有机框架膜的光响应超快离子传输及

其在离子能回收中的应用》的论文，这是团

队继2024年1月在该刊物上发表《蛭石异质

纳米通道膜在实际高盐体系中的渗透能回

收》后的又一研究成果。两篇论文的第一作

者均为王琎教授，通讯作者为王磊教授等，

我校为论文的第一完成单位。

近年来，蕴藏于海水、卤水和高盐工业

废 水 等 自 然 与 工 业 资 源 中 的“ 蓝 色 能

源”——渗透能（盐差能），因其储量大、可再

生等特点，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盐浓

度比重不同的水之间会产生渗透现象。渗

透时对作为隔膜的半透膜产生的压力被称

为渗透压力，由渗透压力产生的能量被称为

渗透能（盐差能）。而具有离子分离特性的

功能薄膜是渗透能（盐差能）转换为电能的

关键材料。

但在渗透能的实际回收过程中，水体的

高盐浓度往往会导致分离膜的离子选择性

和扩散性大幅下降，从而严重制约了相关技

术的应用与推广。

王磊教授团队长期专注于离子分离领

域的基础研究以及海水、盐湖、工业废水中

资源与能量回收的应用研究。团队在膜分

离技术领域围绕环境废弃物有价资源回

收、离子精准分离、盐差能回收和分离膜污

染防控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基础研究工作。

该团队开发的基于二维蛭石纳米材料的异

质纳米通道膜，具有独特的结构，实现了离

子在膜内“初步富集+二次分离”的选择性

传输行为。得益于此，即使在高浓度盐度

为 5M（盐度梯度为 500 倍）的极端条件下，

蛭石纳米通道膜仍表现出高效稳定的渗透

能回收性能，输出功率密度可达 33.76 瓦每

平方米。

在随后的研究中，团队设计了一种基于

二维卟啉金属有机框架的仿生纳米流体系

统，得益于二维卟啉基金属有机框架固有的

纳米多孔结构和水平层间通道，卟啉基金属

有机框架膜表现出了极高的离子渗透性，大

幅提升了离子电导水平，促进盐差能向电能

的高效转化，其发电功率密度达到16.64 瓦

每平方米。

此外，卟啉基金属有机框架的优异光热

转化特性为利用光照控制离子传输提供了

可能。通过将太阳能与盐度梯度相结合，增

强了离子传输的驱动力，可进一步提高盐差

能转化性能，在光照条件下功率密度转化达

到非光照条件下的两倍。

值得注意的是，高效的光驱动离子传输

打破了盐差能回收对溶液浓度梯度的依

赖。在光照条件下，卟啉基金属有机框架

膜可在无浓度差体系中实现了 0.82 瓦每平

方米的功率密度。这一研究为太阳能/离子

能协同回收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实现储

备新能源技术、培育未来新质生产力具有

重要意义。

我校膜分离技术团队在Nature子刊连续发表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