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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逢九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一批批校友返

回母校，再叙友情，重温师恩。在校史馆二楼徐德

龙院士生平事迹陈列厅里,前来参观的校友们在

一幅水泥画前驻足。画面上的老校长徐德龙院士

目光深邃、神态安详，深情地注视着每一个人。

在西安建大师生、校友心目中，作为一位长期

从事水泥领域研究的科学家，他既有不甘平庸的灵

魂和为国争光的抱负，也有着科学求真的治学品质

和高尚执着的文化情怀。在开拓创新的路上，他自

觉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作为曾治校十余

年的大学校长，徐德龙院士不仅善于驾驭全局，开

拓创新，为学校的发展描绘新蓝图，也习惯于在深

夜安静的校园里多走一走，随手捡起零星散落路边

的碎纸片。他对这所大学爱得深沉。

徐德龙，一个从黄河岸边走来的农家子弟，在

西北这片相对贫瘠的土地上，以其沧海般的襟怀、

闪光的才智、无畏的精神，书写出一篇篇绚烂美丽

的精彩华章。

赤子心科技报国

2004年1月5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这一

天对于西安建大以及徐德龙而言，却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这一天，徐德龙教授因其卓越成就和

突出贡献，光荣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建大人梦寐

以求的“院士工程”取得了零的突破。

几十年来，徐德龙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等上百项科研课题，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等国家级科技奖3项，省部级一、二等奖

12项，其发明创造的系列高新技术被大面积推广。

他紧盯国内外水泥生产一线的技术难题，通

过理论性、前瞻性、原创性科研成果，推动了我国

水泥生产技术革命性变革。他坦言，“第一口螃蟹

不好吃，但是必须吃”，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成

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科研之路的艰辛只有踏踏实实的探路者才

能深知。1990 年前后，徐德龙研发的“X·L 型水

泥悬浮预热系列技术”终于取得突破性成果；

1991 年，国家建材局组织专家进行鉴定，认为该

成果居国际先进水平，具有独创性；1996 年 10

月，“X·L型水泥悬浮预热系列技术”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作为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

划，该系列技术先后在近百家企业推广，累计新

增产值80亿元。

2010年11月，在全国建材工业发展战略与展

望座谈会上，徐德龙底气十足地为中国水泥及建

材行业的未来发展提出新定位：“世界水泥产量有

一半以上在中国，中国理应引领世界潮流，而且中

国也有条件、有能力做成这件事情。”

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为这场将从中国率

先开始的水泥工艺的“革命性”变革做好了充分的

技术准备。早在1983年，徐德龙经过反复的热力

学理论研究，首次从数学和物理学的角度揭示了

固气比对热效率的影响后，进而创立了高固气比

悬浮预热预分解理论。

为了将这项理论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徐德

龙和同事们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十余年的开发研

究，在山西太原钢铁公司、山东宝山生态建材集团

等企业进行了工业性试验，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全

系统的工业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出来后，徐德龙

一直苦苦寻找放大试验的机会。

2008年年底，采用高固气比预热分解新技术

日产2500吨的水泥熟料生产线在地处韩城市的陕

西阳山庄水泥有限公司开始建设。

2010 年 9 月，阳山庄水泥有限公司的高固气

比预热分解新技术生产线进入生产调试。按照国

际惯例，生产测试连续进行了72小时。该窑型的

标准设计产量为每天2500吨，熟料平均产量达到

日产3576吨，使用效果表明，实际增产43％，吨投

资降低30％以上，综合热耗降低了21％，电耗降低

15％以上。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二氧化硫减排了

约80％，氮氧化物减排了50％以上。测试数据显

示，各项指标均居国际领先水平。

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任命徐德龙为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徐德龙在其迈过花甲之年后又担负

起了新的使命。

同时，身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他，不遗余

力地为提升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为秦巴山区的

可持续发展，为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能源，疾声呼

吁、努力奔走。主持“秦巴山脉绿色循环发展战略

研究”项目期间，他多次率队实地调研，亲自与政

府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协调沟通有关政策建议，还

主笔将研究成果以院士建议和两会提案上交。

2016 年 10 月，徐德龙生病住院后，他还经常

召集学校团队成员到病房研究工作；病情加重后，

他仍然关心专业领域研究工作，偶尔清醒的时候，

提到的必定是那些专业词汇。2018年元月，徐德

龙院士团队完成的技术成果“冶金渣大规模替代

水泥熟料制备高性能生态胶凝材料技术研发与推

广”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担大任不负众望

1998年，从这所学校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徐德

龙被任命为校长时，学校正面临重重困难。面对

新形势、新挑战，徐德龙与校领导班子成员一道，

组织带领师生员工开展了一场“更新教育观念，深

化教育改革”的大讨论。通过深入讨论，大家逐步

认识到，学校的根本出路，不在于隶属关系，而在

于自强不息、奋发有为地加强自身建设。

1998 年底，学校提出了改革发展的新思路

——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求生存，狠抓学科建设

上水平，适度扩大规模求效益，深化内部管理体制

改革促发展。

作为一校之长，徐德龙在办学思路上不断迸

发的智慧火花常令同行刮目相看。“不急功近利，

不好高骛远，不急于摘果子，不自私浮躁，而要甘

心为学校的发展当好奠基石。”这是徐德龙反复讲

的一句话。

按照上述思路，“跨世纪校园建设工程、教育

教学质量工程、学科建设工程及创新工程”四大奠

基工程相继启动，与同时展开的校园管理体制改

革，西安建大这艘巨轮在市场经济的波涛中开启

了艰难且富有诗意的二次创业历程。

时至今日，那场世纪之交的筒子楼及危房改

造工程，依然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建大人不畏艰难、

拼搏前行的时代脉动。2000年元月22日，1000余

户教职工喜气洋洋地拿到了期盼已久的新居钥

匙，这项全国高校规模最大的筒子楼及危房改造

工程胜利收官，学校全面告别了筒子楼。

随着高校扩招，办学空间不足成为当时学校

发展的又一瓶颈。徐德龙和学校党政一班人审时

度势、抢抓机遇，2002年10月，在一锤定音中，西

安建大依法以2.3亿元成功竞购了全国第二大破

产企业——陕西钢厂资产。学校对这块930亩的

土地精心规划，充分发挥自身人才和资源优势，兴

办科教园区。时至今日，这里已成为西安东郊的

繁荣之地，成为学校改善办学经费、科技成果转化

的重要基地。

在步入新世纪的头几年，建大校园里，新图书

馆、粉体楼、南阶教室、逸夫楼、土木实验中心、工

科大楼纷纷拔地而起，校园管网、道路等设施全面

改造，学校办学条件极大改善，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在校生规模、博士点数量、校园面积、校园建

筑面积等衡量学校办学实力的重要指标实现了翻

一番。院士、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授

资格审批权相继取得零的突破。一个充满生机与

活力的新建大在阔步前行。

徐德龙认为，大学，是社会的大学，也是历史

的大学。学校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思路，立足

行业，服务地方，与多个省市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与多家大型企业联合技术攻关、培养研究生，设立

中冶人才学院，承办国家机关青年干部赴美培训

班，在瑞典开办孔子学院，极大地提升了学校的社

会影响力，也让社会看见了西安建大开阔的视野

和宽广的胸怀。

大学有责任，学者有担当。2008年汶川地震

后，学校立即组织强大的专业力量赴灾区抗震救

灾，徐德龙带领由师生组成的专业队伍来到受灾

的汉中地区，冒着余震的危险，带头走进受损房屋

进行技术评定，真正把专业学科优势用在灾区需

要的地方。

大成之道，人文化成。徐德龙大力倡导人文

教育，全面提升学校文化氛围。他主持创办了人

文学院，邀请著名作家贾平凹担任首任院长；倡

导建设的校史馆、建筑博物馆、贾平凹文学艺术

馆、艺术馆等多个文化场馆交相辉映，衍化出文

化育人的“场效应”；倡议开展的“图书捐赠”活

动形成了建大师生爱校建家的光荣传统；发起的

“春天，我与诗相约”诗歌会活动成为一张具有建

大特色的文化名片；创新探索的现代书院制办学

模式和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

的有效实践。

每年的毕业典礼时，徐德龙常会勉励广大毕

业生，人生不能忘记母亲、母校和祖国。人生也永

远不要说我不会、我不行、我不能。

2013年7月，担任校长15年的徐德龙，完成使

命，将接力棒交到了新任校长手中。至今，由徐德

龙亲自作词、著名音乐家赵季平谱曲的校歌《高举

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旗帜》，每天伴着初升的太阳传

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陪伴着建大师生开始一天

的学习工作。

徐德龙生前常以胡杨自喻：“我本一胡杨，长

在沙石台。雨露也滋润，阳光满胸怀。”为了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一句空话，需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徐德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他用一生为全校师生、广大校友树立了爱国奋

斗的精神坐标，作出了大写人生的光辉榜样。

（文/高瑞龙、赵阿锋，原载人民网2020年9月

20日，有删节）

沧海襟怀报家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徐德龙院士纪实

这是一枚老校徽，诞生于1956年，至今已有64

年历史，上有“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八字。如今，它

被陈列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史馆里。每年新生

入学，都要来此聆听这枚校徽背后的“西迁”故事。

“90后”陈绍蕃老教授曾佩戴着这样的校徽，

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大西北。另外两个“90

后”——研究生段则明和马娟，则听着校徽的故事

开启大学生涯。

老校徽凝聚的寄望和关怀

这枚校徽长约5厘米，白底红字镶金边，清雅大

方，历久弥新。它生产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紫铜为

胎坯，用酸腐蚀法做出字体，先镀镍再镀银，然后对

字体凹陷处与底面点银蓝珐琅料，再通过烧蓝、打

磨、修平，最终对金属裸露部分整体镀银而成。

1955年，国家为了“改变目前高等学校过于集

中在少数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状况”，计

划将沿海一些高校西迁。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建

筑工程学院等一批高校随之在西安诞生，这就是

今天为人们熟知的“西迁”。

这枚校徽就诞生于“西迁”至西安的西安建筑

工程学院开学前夕。据西安建大老教授刘林山回

忆，那是 1956 年 6 月，为迎接开学要提前制作校

徽，时任筹委会副主任的甘一飞对此事极为重视，

特派刘林山专程赶赴北京，找到了位于前门大栅

栏的证章厂。当时很多单位都在这里定制徽标和

标牌，对方告诉刘林山：“徽标和标牌现在国内很

多单位都做，我们可以按你们的要求保质保量制

作出来。”随即选择了毛体字，定制了10枚样品。

甘一飞看到样品，较为满意，送回西安，大家

也都觉得工艺精致且漂亮，随即又定制 4000 枚。

1956年9月，由东北工学院、西北工学院、青岛工

学院、苏南工业专科学校四所高校的土木、建筑系

（科）组建成立的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开学了，四校

迁来的学生和首批新生入学报到，发放给他们的

物品中，就有这枚由北京证章厂制作的校徽。

1957年夏，四校迁来的高年级学生在西安建筑

工程学院顺利毕业，即将离开这座崭新的母校之

时，他们收到了邓小平和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

若题写的寄语——邓小平的寄语是：“记住毛主席

的话：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郭沫

若的题词是：“请以上火线的精神走上祖国建设的

阵地，实事求是地作最大努力，坚持到底！”

“祖国在召唤我们去描绘美丽的蓝图”

一位耄耋老人坐在窗前，布满皱纹的手，颤抖

着在纸上划过，演算逐行浮现……尽管直肠癌让

他痛如受刑，他却停不下手中的笔。这位老人是

西安建大教授陈绍蕃，被誉为我国钢结构奠基人

之一。他在与死神抢时间，要在被病魔夺去生命

之前，完成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篇科研论文。

仿佛有歌声响起，陈绍蕃的思绪似乎回到刚

刚“西迁”到西安的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火

热沸腾的大学生活像朝霞一样鲜艳，充满着光明

和力量，奔向那光辉的远方；祖国在召唤我们去描

绘美丽的蓝图……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的事业，

这是我们的伟大理想！”这是20世纪50年代西安

建筑工程学院师生歌集中的《大学生进行曲》。歌

声里，陈绍蕃仿佛又看到了那条“扬灰路”。

那时的西安城墙外还是一望无垠的田野，零星

分布其间的新建学校，来不及铺设柏油马路，都以

土路贯通，晴天吹风，黄土漫天，从东部迁来的师生

们称其为“扬灰路”。“当时学校基建工程还没有完

成，除了刚刚建成的教学大楼还有职工、学生宿舍

外，没有行政办公用房和其他配套设施，包括学生

食堂都是临时搭建的茅草棚，吃饭的时候还很拥

挤。”与陈绍蕃一起从沈阳的东北工学院“西迁”而

来、如今已经86岁高龄的赵立瀛教授回忆说。

尽管条件艰苦，但学校于1956年还是按期开

学了。青年们从祖国各地而来，他们佩戴着那枚在

北京制作的校徽，唱起《大学生进行曲》，朝气蓬勃。

师生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正式上课。没有教

材，就自编讲义；缺少实验设备，就想办法去兄弟

单位租借。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他们实现理想的

决心。“在学校，我们曾日思夜想，盼望为祖国社会

主义建设，增添一份力量……这是我们一生的理

想，是我们千百年的愿望，到最艰难的地方，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该校建筑系1957届毕业生刘云

鹤所作的诗歌——《我们只有一个理想》传递了他

们最迫切的愿望。

师生们不遗余力地为西部建设贡献自己的辛

勤汗水和聪明才智，先后设计了西安报话大楼、西

安医学院教学大楼等一系列建筑。其中，西安报

话大楼是古城西安的“新钟楼”，也是当时城内最

高的建筑。此后，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陈列馆、

黄帝陵整修总体规划方案等一系列大型建筑图稿

也在他们笔下绘就，在三秦大地崛起。

2017年，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陈绍蕃与世

长辞。在他去世前，他人生的最后一篇论文在国

际知名学术期刊《工程结构》刊发。这位享年 99

岁的老人以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西迁”精神——听

党的话，为祖国奋斗到最后一息。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校园内当年种下的树

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28万余名学子先后从这

里投身祖国各地建设的阵地，学校教师及校友中

相继产生了10名院士。

迎着新时代的东风，一批从这里成长起来的学人正

高擎“西迁”旗帜，继承着老一辈的传统，奋力向前……

青年人的精神之“钙”

钙，是人体骨骼的重要元素。“西迁”的前辈们

因为拥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个精神之“钙”，个

个铁骨铮铮。如今，聆听着校徽背后的故事，怀念

着白发苍苍却奋斗不息的老教授，新一代“西迁”

人也在汲取这精神之钙，强壮自己的骨骼。

疫情期间，回家过寒假的段则明，看到镇村设

置疫情防控卡点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轮流值守，

他立即申请去当志愿者。在疫情防控最吃紧的时

候，段则明带着两个妹妹一直在铜川陈炉镇北沟

的防控点上值守。这里是陈炉镇通往铜川市区的

必经之路，每天车辆往来很多，辛苦自不必说，但

段则明却不以为苦。

“我有时想起这枚老校徽，想起当年‘西迁’并

校时老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总想做一些什么来

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来向他们致敬。”段则明说。

炸到金黄的美食花馃馃，是另一位“90后”学

生马娟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起点。在家乡甘肃临

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锁南村，她带领村里

的贫困妇女创业，将酥脆可口的花馃馃推上互联

网，很快供不应求。她再接再厉，又带着临近的布

楞沟村共同致富。如今，布楞沟村50多户贫困家

庭的妇女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制作花馃馃，有了

一份稳定的收入。

“60多年前，学校前辈们响应国家号召，放弃

优越的条件投身西北地区的建设。我自己就是西

北人，又在‘西迁’高校中读书，更应该传承他们的

理想信念，为国家出力，不能让‘西迁’精神在我们

手里失传。”马娟说。

60余年过去了，当年视作平常的校徽如今已

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它默默诉说着当年那些

炙热的情怀、奋斗的故事，激励着年轻人书写更美

丽的篇章……

（文/高瑞龙、崔凯、詹鹏超，原载《中国科学

报》2020年9月17日，有删节）

一枚校徽背后的“西迁”故事

保存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史馆内至今已有 64

年历史的老校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