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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才兴） 日前，由团省委、省委教育工委、省科协、

省社会科学院、省学联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京东未来“挑战杯”陕西省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在西安翻译学院落幕，我校学子获金奖5项、银奖6项、

铜奖3项，学校再次捧得“优胜杯”，学校获奖总成绩位列陕西高校第四、

省属高校第一。

其中，环境学院《便携式自动产水应急净水袋——“生命之水”的保

障者》、艺术学院《花馃馃的春天》、土木学院《讯建住工-村镇装配式建

筑引领者》、公管学院《苍田故事——让文创带着优质农产品进城》、艺术

学院《“乐活”专注中风患者的家庭康复产品创新设计》获金奖。

“挑战杯”系列竞赛被誉为中国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的“奥林匹克”

盛会，是目前国内大学生最关注、最热门的全国性竞赛之一。本届竞赛

共有68所高校的823件参赛作品报名参赛。经过在线文本评审，最终共

有397件作品进入省级决赛。作品涉及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城市治理和社会服务、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文化创意和

区域合作等5个领域。通过普通高校组和职业院校组分类评审，共评选

出金奖56件，银奖106件，铜奖235件。

第十届京东未来“挑战杯”陕西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举办

我校学子获佳绩

本报讯（通讯员 朱海琦） 9月26日，由我校主

办的2020年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科研讨会

（特邀会议）在雁塔校区行政楼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江亿教授，中

国工程院院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刘加平教授作为

特邀顾问。全国“暖通老八校”“建筑老八校”在内

的15所国内知名高校专家应邀参加会议。校长刘

晓君教授、副校长牛荻涛教授出席会议。

刘晓君强调，为提前谋划布局“世界一流学

科”，鼓励传统优势学科和新兴信息学科的交叉融

合，在校内校外、多个教学科研单位专家历时两年

反复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学校于2018年9月

组建建科学院。学院成立以来，各项事业取得了长

足发展。下一步，要勇于创新发展学科特色，紧紧

围绕国家和行业发展需求，瞄准科学问题和技术难

题，建设高水平的学科团队，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产出更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刘加平院士在专题发言中指出，我校暖通学科

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深厚的学科积淀，智能建筑

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交叉学科，两个学科专业均

分别建立了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专业、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均获批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充分证明其雄厚的办学实

力和在学科专业领域进行深入探索的科学价值，为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科的建立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然包含

人们对建筑环境的高品质追求，宜居、智能、低碳、

环保等成为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建筑环境的设

计，既离不开传统建筑设备，也离不开现代智慧系

统。因此，既需要一大批开展专业研究的专门技术

人才，更需要一大批学科专业交叉融通技术人才，

更好地保障建筑环境宜居等重要目标的实现。

大会主席、建科学院院长李安桂教授从设置

背景、设置理由、发展方向、支撑学科、课程设置、

培养目标及既有基础等七个方面介绍了建筑设备

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科的建设意见。建筑设备科学

与工程专业学科设置目的是满足当今建筑设备领

域交叉融通型人才的需要，顺应建筑设备智慧化

发展的趋势，旨在培养从事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

领域的高素质人才。

与会专家分别就学科发展方向与趋势、专业

建设目标与任务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同济大学

张旭教授、清华大学张寅平教授，重庆大学李百战

教授、沈阳建筑大学冯国会教授分别共同主持了

两个议题的研讨。

与会专家经过研讨认为，建设建筑设备科学

与工程专业及一级学科是提升建筑设备科学与工

程领域创新发展体系和推动建筑设备行业整体竞

争力开展的积极探索，倡议尽快建成建筑设备科

学与工程专业及一级学科，更好满足国家、行业发

展的贯通式人才培养需求，为国家“四个面向”建

设作出贡献。

2020年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科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本报讯（记者 崔凯） 受学校委托，副

校长王树声一行于近日专程赴浙江衢

州，看望1956级校友孔祥楷先生。

王树声向孔祥楷先生转达了校党委

书记苏三庆、校长刘晓君的诚挚问候，简

要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和近年来取得的

成绩，代表学校祝孔老先生身体健康，邀

请他方便的时候回母校看看。王树声表

示，孔先生作为孔氏南宗的“掌门人”，多

年来致力于弘扬儒学文化和中兴孔氏南

宗，学校师生为有这样一位杰出校友而

感到骄傲。

孔祥楷对学校的关心表示感谢，他

深情回忆在校学习、生活情况，老师当年

教学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指出，西

安建筑工程学院办学理念先进，在做好

对学生专业培养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艺

术教育，文艺成绩在当时西北地区首屈

一 指 。 至 圣 孔

子提倡“六艺”

教 育（礼 、乐 、

射、御、书、数），

其中的“乐”实

际 上 就 是 艺 术

教 育 。 今 天 的

理 工 类 高 校 特

别 应 加 强 对 学

生的艺术教育，

这 对 于 健 全 学

生 人 格 与 提 高

综 合 能 力 都 是

十分必要的。

会谈结束后，孔祥楷还为学校赠送

了《论语》与所著文稿，并深情题词“母校

就是母亲”。

会谈前，王树声在孔子第七十六代

嫡长孙孔令立、孔氏南宗家庙管理委员

会工作人员和衢州校友代表的陪同下，

详细了解了孔氏南宗历史与家庙、府邸

的建筑遗存情况。

副校长王树声一行看望校友孔祥楷

日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项目组部分师生走进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碑林区东厅门小学，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之瓦作技艺进校园活动。

项目组师生通过讲述瓦作技艺知识、体验解瓦过程、触摸瓦作

真迹、手作瓦当拓片等丰富有趣的环节让孩子们充分感受传统瓦

作技艺的魅力，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图为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学生体验手作瓦当拓片。

本报讯（通讯员 夏进文） 9月17日，“智能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论

坛”在重庆垫江举行，校长刘晓君作为特邀嘉宾出席论坛，与清华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重庆渝建实业集团等共同为校企“大学生实践教育基

地”“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产学研合作基地”“装配式建筑示范基地”

揭牌，并代表学校和重庆渝建实业集团签署校企合作框架协议。

校长刘晓君出席智能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论
坛并与渝建实业集团签署校企合作框架协议

王金南院士、王巍院士来校作报告
本报讯 9月24日上午，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院士来

校参观交流，并为环境学院师生作题为“中国环境保护战略政策70年历

史变迁与改革方向”的学术报告。会前，校党委书记苏三庆、副校长姚

尧会见了王金南院士一行。

9月20日，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历史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原所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咨询委

员会副主任、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院长王巍应邀在我校建筑学院报告

厅为师生作“考古发现所见黄河流域文明的起源”的专题报告。

在水墨光影里与传统重逢
西安碑林博物馆一座传统院落内，

充满氦与空气的气球漂浮空中，通过条

带连接的塑料帘幕轻轻垂下。当人们走

进院落、触摸帘幕时，帘幕产生水墨般的

光影涟漪，仿佛是在光影中作画……这

是我校建筑学院学生郭铭杰、牟子雍、刘

丛、杨靖文参加 2020 国际威卢克斯建筑

学生设计大赛作品《水墨光影》所呈现出

来的效果。

“A nice project!”评委们“被洋溢在

这个项目中的诗情画意所感动”。他们认

为：“作品设计中，一系列气球垂下的光幕

将人们带到了一个典雅的水墨世界……”

《水墨光影》也因此获得本届大赛亚洲大

洋洲区优胜奖。

建筑中的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国

际威卢克斯建筑学生设计大赛由国际建

筑师协会、欧洲建筑教育协会和威卢克斯

集团联合举办。大赛以“明日之光”为固

定主题，旨在通过开放和实验的方法来挑

战建筑环境中日光的未来。本届大赛共

收到来自60个国家、250所大学的579件

作品参赛，最终10件作品获得区域优胜

奖，1件作品获得大赛提名奖。

对于团队成员来讲，契合大赛“日光”

主题设计出符合地域特色的参赛作品成

为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经过讨论，团队

成员将目光聚焦到西安市碑林区三学街

附近。

“一方面，大二时我们在那儿做过课

程设计，对场地、文脉等比较熟悉；另一方

面，三学街正在拆迁，很多古老的建筑将

不复存在。”团队成员郭铭杰介绍，选择三

学街附近是因为那里是西安文化遗存最

为集中、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片区，能够

传递东方文化的特征。“我们希望用光唤

醒这片街区，重现那个包容着天地万物思

考的水墨世界。”

他们尝试对三学街附近的老巷子进

行一些有机的改造，如利用光影做一些小

的更新。但由于尺度大小及呈现方式等

原因，最终还是决定把设计的场地选在碑

林博物馆内。

团队成员表示，参赛过程中最难的是

“心意呈现”，即“如何将想法呈现出来”。

比如，光影如何与场地结合、通过什么方

式来呈现？中间用什么介质连接？下面

的光幕如何层叠？等等。

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以参考，团队成员

在指导老师吴瑞的帮助下进行了多次头

脑风暴。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

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困难——无法经常去

现场实地调研，无法面对面沟通、解决问

题，无法返校进行模型探索，等等。“正因

如此，才觉得这个比赛更有意义。”正如团

队成员牟子雍所说的那样，将建筑学的概

念通过思考最终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设计

作品，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评委对《水墨光影》唯一产生不同意

见的是材质部分，他们认为应该使用更

环保的纸张。对于这一点，团队成员显

然有自己的思考。选择使用回收塑料制

作光幕，不仅因为回收塑料利于保存，更

重要的是，倡导人们关注被遗弃的塑

料。就像设计介绍里说的，运用一种被

城市遗弃的事物来挽救一种慢慢被城市

遗忘的精神。

在团队成员看来，建筑最重要的就是

尊重，即尊重这个地方的历史，尊重生活

在这里的人。“是修旧如旧还是修旧如新，

形式或许没那么重要，建筑师要做的，不

仅是创造，还有传承。”郭铭杰说。

有意思的是，1990年，同样是在三学

街，我校建筑学子以附近老住宅区为选

题对象的参赛作品获得了第 14 届世界

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最高奖——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奖。“持续关注西部贫困地区

人居环境改善的关键问题，在传承中华

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进行新的形式探索，

提出新的建筑发展思路，使之更富有新

时代人文情怀。”西安建大的师生们一直

在努力。

明年6月，师生团队将赴葡萄牙里斯

本参加国际建筑界盛会——世界建筑节，

同其他赛区的优胜团队共同角逐全球总

冠军。这些年轻的建筑师们，要继续在世

界的舞台上，讲述他们的东方故事。

（文/邢博颖）

——走近2020国际威卢克斯建筑学生设计大赛亚洲大洋洲区优胜奖获奖团队

2020国际威卢克斯建筑学生设计大赛亚洲大洋洲区优胜奖作品《水墨光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