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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帆） 11月22日

上午，副校长刘晓武一行赴陕西建材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座谈。双方

就深化合作内容、合作机制等进行深入

交流讨论，并签订合作协议。

陕西建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红希望双方在陕煤集团与学

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发

挥各自领域及资源优势，聚焦“固废循

环产业高端、融入‘双碳’发展战略、引

领产业发展路径”工作目标，积极探索

在钢渣基固废高性能注浆材料、生物质

原料替代燃料、多固废复合填筑材料等

领域的合作潜力和空间，共同推动传统

建材产品的技术变革和质量变革，开创

双方发展共赢新局面。

刘晓武希望双方以引导绿色技术

创新并共同发展为目标，围绕人才交流

合作、建筑材料供应等具体事宜积极探

索开展合作新路径，拓展合作广度与深

度，推动双方高质量发展。

我校与陕西建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本报讯（通讯员 孙文芳） 11月20日，陕西省第300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表彰宣传活动举行。我校土木学院2024级研究生赵瑞瑾因“捐干救人”

善举受邀参加表彰并作为陕西省第300例、全国第18652例非亲缘造血干

细胞捐赠者分享了捐献经历与感悟。

2015年，赵瑞瑾加入了中华骨髓库。2024年6月，当得知自己的造血

干细胞与一名澳大利亚血液病患者的造血干细胞匹配成功时，她没有丝

毫犹豫就确认捐献。

副校长董群雁在草堂校区医院慰问赵瑞瑾。他亲切询问赵瑞瑾同学

捐献后的身体恢复情况，对她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和

赞扬，并代表学校送上鲜花。董群雁表示，赵瑞瑾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的

善举，不仅是一次生命的接力，更是一次精神的传承。要在全校师生中树

立榜样，让榜样的力量接续传递。

我校学子捐献造血干细胞获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 王玮） 11月12日，

陶寺遗址博物馆开馆仪式在山西省襄

汾县举行。我校副校长雷鹏、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必征、文物保护

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璐一行受邀出席

活动。

2022 年以来，我校受地方政府委

托，主持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遗

址系列规划与保护展示利用工程设计

工作。2024年，负责完成的《陶寺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国家“十四五”重

大工程、国家文物局重大项目）、《陶寺

遗址保护利用示范区规划》（山西省文

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项目）、《陶寺遗址

考古研究用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国家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获得国

家文物局、各部委、山西省人民政府的

高度评价。

我校受邀参加陶寺遗址博物馆开馆仪式

第七届中国生态文明大讲坛在我校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王玮） 11月15日，以“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屏障，美好人居”为

主题的第七届中国生态文明大讲坛在我校召开。

中国生态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于

贵瑞教授，我校校长赵祥模教授，陕西省科学技术

协会常务副主席李肇娥，陕西省生态学学会常务

副理事长石辉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赵祥模表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

的条件，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根本大

计。近年来，西安建大以解决国家生态环境领域

“急难愁盼”和重大战略问题为导向，积极探索生

态学、风景园林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等学科的转型

发展及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产出了一大批高

水平科研成果，为我国美好人居环境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希望本次大会成为大家碰撞思想、汇

集智慧、凝聚力量的平台，共同为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贡献力量。

于贵瑞强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传播生态

文明理念，服务于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障是中国

生态学学会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希望通过中

国生态学学会在生态文明领域作出的积极探索

和有效实践，有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向绿色可

持续发展。

李肇娥指出，本次大讲坛通过探索适合陕西

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理念，为构建美丽陕西作出积极贡献，让绿色成

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让陕西的绿水青山成

为永续发展的金山银山。

石辉指出，要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在秦岭生态

保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黄土高原生态修复等

方面深入开展研究工作，要积极传播生态文明理

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华文明血脉。

山东省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凌文教

授，兰州大学邓建明教授，国务院生态学学科评

议组成员、我校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科学与工程研

究院院长达良俊教授分别以“城乡园区零废低碳

转型”“生态代谢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规律？”“地

球人口80亿时代：环境危机与生态友善”为题作

特邀报告。

本次大讲坛由中国生态学学会、陕西省科学

技术协会以及我校共同主办。大讲坛在我校设立

一个主会场，在西北工业大学等开设多场分讲坛

活动，同时还在上海、浙江、重庆等省市设立30余

场平行分论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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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第三届“自强杯”校园十一人制足球联赛在雁塔校区

田径场拉开帷幕，首场比赛由建筑学院代表队对战未来技术学院联

队。此次联赛旨在丰富校园生活、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来自全校各学

院本科生、研究生及教职工均可组队参加比赛，比赛将持续至2025年

4月。

（陈硕涵、张心滢 摄影报道）

高考命题区域化探索与复习备考策略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罗帅） 11月23日，

由江西金太阳教育研究有限公司主办、我

校承办的高考命题区域化探索与复习备

考策略研讨会在雁塔校区文体馆召开。

我校校长赵祥模出席并致辞，来自陕西、

山西、青海、宁夏四省区203所高中的校领

导、学科专家、特邀嘉宾等1800余人参会。

赵祥模从学科特色、师资力量、科研

成果和育人成效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学校

的办学成就。他指出，新高考是人才培

养方式的深度改革，对高校和高中的办

学育人都提出了新要求，既是挑战，也是

机遇。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

一步增进友谊、加强合作，携手推进大学

与高中相衔接，不断探索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新模式，携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在随后的主题报告环节中，金太阳

集团教科所专家、高中校长代表分别就

学科命题备考、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

面作报告分享。

本次研讨会以“共研学科命题、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设高中校长沙龙研讨专

场和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

史、政治、地理等九学科报告分会场。

研讨会期间，参会代表参观了我校

校史馆、绿色建筑全国重点实验室、教育

部低碳建筑环境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功能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陕西省膜分离技术研究院、结构工程与

抗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深入了解了

我校历史沿革、校园环境、人才培养特色

和创新实践等。

“小而美”点亮文化传播“幸福路”

在日前落幕的第十四届“挑战杯”秦创原中国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上，我校艺术学院“艺小匠

——‘一带一路’皮革产业‘工笔画’先行者”项目

斩获金奖。

目前，国内外皮革行业虽具有消费需求高、市

场潜力大等优势，但却存在设计内涵不足、产品迭

代瓶颈等问题。面对这一挑战，“艺小匠”团队历

时三年，创造性地构建了“6E”设计模式创新体系

（故事挖掘 Exploration、元素提取 Extraction、理念

融合Embodiment、设计成稿Elaboration、图案雕刻

Embossing和成品展示Exhibition六步骤的综合性

设计方法），通过文化创意赋能、“双跨”多元应用

等，提升皮革产品的文化内涵与设计价值，为传统

皮革产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艺小匠”的故事始于2021年3月，团队创始

人徐士润，在设计学专业本科三年级学习期间，便

在辅导员王豆豆老师的指导下创立了这一团队。

他们以融合设计美学与传统文化精髓为使命，旨

在为皮革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与独特价值魅力。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从“大写意”进入“工笔

画”阶段，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

项目落地生根。“艺小匠”团队秉承工匠精神，对每

件产品精雕细琢，力求让设计之美跨越国界，深入

人心。

为深入了解国内外皮革市场现状，自2021年

6月起，团队成员连续3年前往国内外皮革市场，

进行实地调研230余次，拜访了28位国际皮雕大

师，走访了上百家企业，旨在将更多的文化价值与

深邃的艺术内涵巧妙融入皮革设计，探索作品更

深层次的意义与可能性。

“从古时候的皮质铠甲，再到今日的时尚符

号，皮革见证了文明的进步。在调研过程中，与皮

雕大师和地方匠人的交流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皮

革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材质本身，更在于其深厚的

文化底蕴与无限的艺术可能。这更加坚定了我们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皮革设计的热情与决

心。”团队成员周先辉感慨地说。

在长达 3 年的设计创作之旅中，团队采用

“6E”设计模式作为核心亮点，系统性地覆盖了从

创意萌芽到最终展示的每一个环节，确保了创意

的深入挖掘与高效转化，打造出157个丝路特色文

化符号。

同时，依托学校建筑学科优势，团队成功构建

了“建筑、长安、丝路、地域”四大元素库，为皮革设

计提供了丰富的创意来源，也展示出了中西文化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丝路新画卷。依托元素库，

团队能迅速提取和重组已有的设计元素，从构思

到设计的转化效率大大提升，实现

产品跨场景、跨界应用的整个流程

仅需9天。

经过不懈努力，团队先后获得

了183项版权认证，并于2024年4月

成为西北唯一入驻国家丝路版权网

的大学生团队。

面对皮革产品迭代瓶颈难题，

团队成员积极采用“双跨多元应用”

策略，将皮革制品的应用范畴从传

统领域创新性地拓宽至休闲娱乐、

户外运动、时尚生活等多元领域。

不同于市面上侧重皮革功能性的设计思路，

团队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结合现代设计理

念，实现皮革制品的跨场景应用。“比如，我们所设

计的皮质麻将，其外部光滑的触感和内部皮革包

覆的温润质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带来视觉和触

觉上的双重享受，为外国友人提供一种沉浸式的

休闲娱乐的文化体验，更成为连接海外华人与故

乡情的纽带。”团队成员孙怡清介绍说。

截至2024年10月，团队为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精心奉上了206份小而美的皮革原创献礼，这些

作品远销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印度

尼西亚等地，深受外国友人喜爱，促进了中外文化

的交流互鉴。

一路走来，“艺小匠”团队的成长之路也并非

一帆风顺。“在项目初期，团队面临着方向不明确、

资源整合困难以及工作量繁重等多重压力，但正

是凭借对项目的热爱、团队的协作及老师们的鼓

励，从而跨越重重难关，摘取了成功的桂冠。”队长

张儒岩回忆道。

“未来，希望团队成员继续砥砺前行，践行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通过专业所学传承与创新文

化符号，助力‘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将皮革行业

的规划图一步步转化为生动的实景图，用那些精

巧而富有设计感的创意理念，照亮文化传播的幸

福之路。”指导老师王豆豆表示。

（文/肖雯雯）

——“艺小匠”团队以艺术设计为传统皮革产业注入新活力

团队成员与留学生一起体验制作皮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