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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日，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收

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

章。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不仅是对我个人忠诚

于党的事业、执着于教育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们

这一代老党员的肯定。

回首往昔，一幕幕历史的画面如同昨日，历历

在目，仿佛每一步足迹都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变

迁。1969年，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前往内蒙

古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四年的边疆岁月，不

仅锤炼了我的意志，也加深了我对党的认识与热

爱。1973 年 8 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我便明白，

这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转变，更是一份责任的承

担，是对信仰的坚守，也是对人民的承诺。入党之

后不久，我有幸被选送至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我校

曾用名）学习深造，开启了知识与学术的探索之

旅。1976年，伴随着毕业的钟声，我不仅收获了知

识的硕果，更被赋予了留校的重任。从事教育管

理的35年岁月里，我全心全意投入教育事业，践

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参与了无

数青年学子的成长与蜕变。其中，有一段工作经

历至今难忘。

1980年5月，学校恢复了前期因历史原因而

中断的函授和夜大学教育。当时，我被调入函授

部负责教学管理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开展

工作对我来说极具挑战，除了主动加强自身学

习，我还有幸得到了躬耕函授教育二十余载、资

深函授教育工作者陈迎元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我逐步掌握了如何制订函授教育教学计划、实施

教学过程管理，同时结合社会发展和工作实际，

修订了我校《关于制（修）订函授、夜大学教学计

划的原则意见》，并以此为依据对函授各专业教

学计划进行了全面修订，规范了审批程序，统一

印制装订成册，进一步完善了教学管理工作。此

外，我又牵头承担了冶金高校函授、夜大学典型

专业教学计划和 14 门基础课与技术基础课教学

大纲的相关制订工作，与部分学院的老师完成了

我校负责的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教学计划的制

订和“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建筑材

料”四门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制任务，并组织教学

经验丰富的教师编写函授教育特色教材。其中，

有三套教材分别获得陕西省一、二等奖，学校被

授予“陕西省教材编写先进单位”荣誉称号。从

事教学管理工作的同时，我还不断总结实践经

验，探寻函授教育规律，加强理论研究，承担了冶

金部研究课题2项，获得冶金部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其中有4篇获陕西省

及学校优秀论文奖。

经过多年的办学实践，函授部工作不断完善，

我组织编印了约50万字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成

人高等教育管理》一书，涉及70余项管理规章制

度，以此推动学校函授教育不断科学化、制度化、

规范化。1996年，按照国家教委对普通高校函授、

夜大学教育进行评估工作的总体部署，我校自评

后冶金部评估专家组进行了复评和“回头望”检

查，我代表学校在复评验收汇报会上作了自评工

作汇报，得到了评估专家组的一致肯定。最终，我

校函授、夜大学教育评估结果均为“优良”等级，在

14所冶金院校中排名第三。

学校复办函授教育以来，不断开创新局面，积

极扩展函授教育办学基地，在全国相继建立了51

个函授站，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从1957年创建

到1997年这段时间里，培养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

业生共17届8500余人，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建设

人才。我校函授毕

业生、原西安市副市

长张富春曾在学校

校庆时分别致信学

校和函授部，他在信

中写道：“感谢母校

对我的培育和关心”

“西安冶院是我非常

热爱的母校，我的成

长以及工作的一些

进步，都是与母校的

培养教育分不开的，

我决不辜负母校对

我的殷切希望，决心

把自己的一生献给

西安的建设事业，为

建设西安、发展西安贡献自己一份微薄力量。”

回望学校函授、夜大学的发展历程，我很荣幸

能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将我的

青春与热情倾注于函授教育的复办与发展之中。

在这段宝贵的时光里，我被冶金工业部授予“全国

冶金教育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还多次被学校党

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这些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努力的认可，也

见证了我对党的忠诚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更是

对我所从事事业的肯定，不断激励着我继续前

行。2011年退休后，按照组织“离岗不离党、退休

不褪色”的要求，我积极投身到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中，担任了离退休党委第四党支部书记，工作中不

断夯实基础，加强班子建设，强化制度落实，严格

党员管理，丰富教育形式，着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经过支部成员的不懈努力，2024年，第四

党支部被中共陕西省委老干部局命名为“五星级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与党性磨砺，我深

刻体会到，作为一名党员，最重要的是对党的忠

诚，对人民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五十年来，无

论是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还是饱经风霜的中

年时光，或是历经沧桑的古稀之年，我都始终铭记

自己的入党誓言。我告诉自己：只要生命之火还

在燃烧，我对党的忠诚就不会熄灭，奋斗的脚步就

不会停歇。

作者孙长利，天津市人，1951 年 1 月出生，

1973年入校学习，1976年8月本科毕业留校工作，

先后在学校函授部（后改为成人教育学院）、机电

工程学院、党委统战部等部门工作，历任成人教育

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党委统战

部部长。现任离退休党委第四党支部书记。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孙长利

第十四届“挑战杯”秦创原中国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于日前落下帷

幕，我校信控学院大学生团队的项

目“文谱科技——彩绘文物数字化

修复与保护引领者”在39万余个创

新创业项目中突出重围，斩获主体

赛银奖。

在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一次实践

调研中，一幅出土自西安高陵马家湾

村的唐·李晦夫妇墓《舞女图》壁画，

一位来自千年前“比心”的大唐舞女，

吸引了团队负责人史国燕和她的队

友们。这些彩绘壁画跨越千年，在暮去朝来间，

由于颜料风化，面临褪色、开裂、模糊等问题。

团队成员王婉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的研究生，曾于2019年跟随学院王慧琴教授团

队参与过数字修复唐章怀太子墓壁画。自那时

起，“文谱科技”彩绘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就开

始致力于多元数据融合技术的研究。“我们召集

了一群充满热情和才华的青年，以学科交叉为

特色，融合历史、艺术、科技等多领域知识，共同

踏上了彩绘壁画科学保护的征途。”

如何对彩绘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在与博

物馆研究员的交流中，他们得知，针对大幅壁画

来说，如果单靠经验判断，现有单点取样检测有

时因精度不够会造成颜料分析遗漏，而多光谱

非接触面分析，由点扩展到面，可以有效地提高

分析效率，并避免采样时损坏壁画本体的弊端。

针对多源数据问题，团队在王慧琴教授关

于多光谱成像技术的研究基础上，提出采用可

见光和多光谱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在构建了

颜料、病害、题材、纹理等多维数据库的基础上，

研发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对文物信息进行

全面深度分析，为文物数字化虚拟修复实施定

量化的科学控制，最终训练并建立出彩绘修复

模型。

在王慧琴教授及其团队教师的带领下，他

们通过不懈的努力，不断迭代数字化修复技术，

进一步创新出红外数据和多光谱的多元数据融

合技术，建立了针对彩绘壁画的高精度无损无

接触的新型数字化保护框架。

谈及技术突破时，王婉回忆道：“在修复曲江

博物馆的棺椁彩绘图案‘双人抚琴’时，一开始我

们用单一数据进行分析，但效果并不明显，直到

添加了多光谱及红外数据，并提取隐藏信息，融

合后可以清晰地看到画面上呈现出‘双人抚琴’

的情景，那一瞬间，大家内心都充满了成就感。”

回顾赛事经历，团队伙伴们在校团委和学

院老师们的精心指导下，从梳理技术脉络到搭

建内容框架，从演讲稿打磨到比赛现场呈现，最

终，用生动的故事和具体的案例来传递他们“传

承文化遗产，创新保护技术”的目标，确保研究

成果被准确理解和广泛认可。

截至目前，团队已实地走访了6省11市23

个区县，观察上千件文物，调研17家机构，访谈

29位专家。项目累计保护文物壁画1000余平方

米，陶俑90余件。其中包括独乐寺、仓颉庙、万

佛窟等多处珍贵壁画。

此外，团队累计发表12篇论文、申请3项发

明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建立5类多维信息数据

库，收集整理颜料达150余种，涵盖7类色系、30

余种混合颜料，病害类型数据集达10000余种，

并为文物保护提供整套集文物光谱图像采集、

数据智能处理分析、虚拟修复为一体的多维解

决方案产品。

“未来，团队将继续保护和复原这些艺术瑰

宝，围绕‘技术、创新、服务’进行全面升级，在保护

和传承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坚定前行。”史国燕说。

（文/李孟洁）

——我校大学生团队用新技术“重现”古代彩绘文物绚丽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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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80年出生在陕西省杨陵区揉谷镇田西

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98年考入建大系统工程

专业。求学期间，有幸遇到了一位令我终生难忘

的恩师——邵必林老师。邵老师不仅在学术上有

着深厚的造诣，更对我们学习和生活上的关怀无

微不至。记得有时邵老师还会热情地邀请我们到

他的家中做客，那里有温暖的灯光、可口的饭菜，

还有师生间轻松愉快的交谈，让我们深刻地体会

到了师生间那份纯粹而真挚的情感。在学业上，

每当遇到困惑或难题，邵老师总是耐心倾听，用他

那深入浅出的讲解方式，将复杂的理论化为简单

的逻辑，让我们在迷雾中找到了前行的方向。更

重要的是，邵老师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我们

的人格品质。他用自己的言行，生动诠释了“为人

诚实、基础扎实、作风朴实、工作踏实”校风的内

涵，也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人生导师。

毕业后，“四实”校风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

间。2002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企业打拼，也尝试

过自主创业，事业上小有一番成就。然而，2010

年，家父生病，这让我不得不暂时放下手头的工

作，回到家乡照顾父亲。在家陪伴父亲的6个多

月里，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

名党员，我认为自己应该为家乡、为人民作出更大

的贡献。于是，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城

市的事业，回到田西村竞选村委会主任，带领乡亲

们共同致富。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

内心深处对家乡的热爱与责任。我深知，前方的

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四实”校风将一直激励着

我，不断照亮我服务乡村的前行之路，让我在广阔

的农村天地中茁壮成长。

上任后，我从凝聚人心、团结拼搏、提高班子

战斗力等入手，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关心村务

管理。此外，我利用自己所学，自掏腰包为田西村

建设门户网站。网站开通后，群众随时随地可了

解上级政策、参与村中事务。

人心齐了，我开始着手解决群众最关注的疑

难问题和民生问题。为彻底解决多年来困扰村民

的污水坑难题，我决定对这两个小组的道路、污水

坑及排水设施进行综合治理。村里没钱，我就个

人垫资并发动村里大户捐款，硬化了道路4000多

米，将污水坑改造成了文化活动广场，推动了人畜

安全饮水工程的建设，让村民喝上

了纯净的自来水。2014年7月，杨

陵区启动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和美丽乡村建设。我紧抓政策机

遇，发动广大群众和党员，投资200

余万元，先后实施了村内照明、道

路硬化、排污渠修建等工程，极大

地改善了村容村貌，提升了村民的

生活质量。

为了让村庄真正焕发活力，我

决定带领村民们齐心协力，共同探

索出了一条适合田西村发展的乡

村振兴之路。2015年，我带领村里

的种植大户，流转80余亩耕地，成

立了田西甘薯专业合作社，并帮助

村 民 解 决 了 红 薯 的 销 路 问 题 。

2017 年，我带领村民扩大生产规

模，流转200余亩耕地，同时进行红

薯种植和育苗产业，成立了杨凌梦

里田西股份经济合作社，并相继成

立了7家公司。此外，田西村申报

的“梦里田西创业孵化基地”吸引

了20余家企业入驻。几年来，村里

投资5000余万元建成了多个项目，

如君宝食用菌菌种培育基地、蔬立

方智能农机研发中心等。这些项

目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还

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来源。

现在的田西村，从一个落后无

名的小村庄，蜕变成为人人向往的

幸福地，社会治安良好，邻里和睦，

互助友善，安居乐业，全村人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新

风尚正在形成。田西村先后被评为“杨陵区文明

村”“杨陵区平安法治示范村”等。

大家现在提起我，总是笑逐颜开地说：“雄娃

是个好样的”。我的内心深感满足，因为深知自己

的每一分付出、每一次收获都已深深融入这片土

地，为乡亲们带来福祉，服务于人民的幸福生活，

是我最幸福的事。立足新时代，我将以实施“千万

工程”为抓手，继续推动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依

托母校专业优势，做大做强村庄规划设计业务，持

续对外输出乡村规划理念和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带动更多的乡村实现产业振兴，在农村这片广袤

天地中，书写属于大学生村官的壮丽篇章，为乡村

振兴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人物介绍：

田小雄，2002年毕业于我校管理学院系统

工程专业，现任杨陵区揉谷镇田西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杨陵区田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

事长等，获“第十五届陕西青年五四奖章”“第十

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数字重生 科技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