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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委员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文件

西建大教组〔2019〕21号

★

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开展向陈绍蕃、徐德龙同志学习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处（室）：

为扎实推进我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断激

励党员干部坚守教育报国初心、勇担立德树人使命，学校党委决

定将陈绍蕃、徐德龙作为我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先进典型，

在全校开展学习活动。

学校党委号召全校各级党组织以陈绍蕃、徐德龙同志为榜样，

学习他们对党忠诚、坚守信念的政治本色，学习他们爱国奋斗、

知识报国的高尚情怀，学习他们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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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他们爱岗敬业、潜心研究的治学品格，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

加强作风学风建设，争做重大科研成果的创造者、建设教育强国

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走在前列。

全校各级党组织要积极行动、精心部署、认真组织，通过集

体学习、专题讨论、主题党日活动及参观校史馆陈列厅等方式，

努力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激励和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师生从陈绍蕃、徐德龙的感人事迹中汲取干事创

业的精神力量，牢记初心使命，勇于奉献担当，扎实推进学校“创

一流、建百强”的奋斗目标，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附件：1．德业双馨铸丰碑——陈绍蕃先生先进事迹

2．沙石台上一胡杨——徐德龙院士先进事迹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2019 年 11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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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德业双馨铸丰碑
——陈绍蕃先生先进事迹

陈绍蕃（1919—2017），浙江海盐人，结构工程专家，中国

钢结构事业开拓者之一。1940 年本科毕业于上海中法工学院土

木工程系，1943 年获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现东南大

学土木工程学院）硕士学位。先后在重庆中国桥梁公司、美国芝

加哥西北铁路公司、上海桥梁公司上海分公司从事工程设计工作。

1950 年转到教学和科研岗位，先后在东北工学院和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及其前身）任教。1981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我国结构工

程专业首批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中国钢结

构协会理事、名誉理事、专家委员会资深专家。系美国结构稳定

研究学会终生会员。其主持编订的《钢结构设计规范》是我国首

部钢结构设计标准规范，对我国钢结构的推广和应用影响深远；

其编著的《钢结构设计原理》是钢结构的经典著作，为全国众多

高校本科生钢结构课程的首选教材。

胸怀远大抱负和爱国情怀。1948 年，风雨飘摇的国民党陆

续裹挟大批学者、专家逃往台湾。陈绍蕃的父亲曾任国民党政府

考试院官员，对即将建立的新政权顾虑重重，决意全家迁台。但

国民政府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早已让陈绍蕃寒了心。经过深思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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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陈绍蕃坦然告诉父亲，他要留下来。

国家建设需要，人生抱负所系。20 世纪 50年代，国际上钢

结构事业已呈蓬勃之势，可我国受钢产量的限制，钢结构建筑的

研究和应用并未得到理论界和政府的重视。陈绍蕃认为，我们要

赶上时代步伐，就必须从现在开始，重视对钢结构技术的研究和

推广工作。

本可继续从事设计工作的陈绍蕃，应聘到东北工学院任教，

成为其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面对他人的不解，陈绍蕃回答说：

“国家建设需要更多的年轻钢结构专家，若能带出一批从事此项

工作的年轻人，远比一个人干更好。”

他密切追踪国际钢结构科研发展情况，深入建筑工地，现场

考察钢结构项目，掌握收集第一手资料，很快就以其敏锐的洞察

力、开阔的视野、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一大批

中青年学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国钢结构研究领域的“三大才子”

之一。

1956 年，他随东北工学院建筑系来到古城西安，成为西安

建筑工程学院的首批创业者之一。解放初期，陈绍蕃加入了中国

民主同盟，是民盟第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和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

20 世纪 80 年代，陈绍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第五届陕

西省人大代表，第六和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陈绍蕃一生都在追

求进步，积极追随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我。在辞世前的病床上，他还认真地完成了“两学一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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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笔记。

一生执着追求科学真理。“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要经得

起时间的检验。”从 1974 年编制我国第一部再到即将实施的三

代《钢结构设计规范》，以及《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都饱含了陈先生的巨大

心血。在最新版《钢结构设计规范》编制时，先生已是 90 多岁

高龄，仍精心推敲条文，多次参加研讨，对争议问题论证把关。

在钢结构科研方面，他的学术水平得到国际学术界的一致认

可，多次被国际钢结构学术会议推举为会议主席。他还被多家国

际钢结构学术杂志邀请为编委，是 1992 年在美国出版的国际钢

结构稳定性能巨著《金属结构稳定——世界观点》的中国地区协

调人，被国际权威性学术组织“结构稳定研究学会”（SSRC）评

为终身会员，是该学会在中国地区的唯一一位终身会员。因在钢

结构领域内的卓著成绩，先生于 2014 年当选为“中国钢结构三

十年领军人物”。

教书育人治学严谨，桃李天下。1978 年，先生于花甲之年

负责主编了我国高校第一本统编本科教材《钢结构》，在编写的

关键时刻，由于事故，陈先生腿部骨折住进了医院。尽管饱受疼

痛折磨，但他硬是在资料包围的病床上完成了所有工作。这本教

材后经不断充实完善后，被建设部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后来，

这部教材成为全国众多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钢结构课程的首选，

印数始终保持全国钢结构教材之冠。1987 年，先生为研究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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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所著的《钢结构设计原理》出版，随后修订、再版三次。这是

我国第一本钢结构专著，被奉为钢结构的经典著作。

先生是我国高校结构工程专业房屋钢结构研究方向的第一

位博士生导师，培养了我国钢结构领域的首批博士生，不少弟子

成为了大学教授和钢结构领域的知名专家。先生对学生既严格要

求，又热情鼓励。他在审阅学生论文时，甚至对文中的标点、错

字、漏句都一一提出，有时为了弄清文中论点，亲自到图书馆查

阅文献。先生这种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科研精神，这种言传身

教、身体力行的科研态度令后辈学子深受教益，成为年轻学者的

宝贵精神财富。

陈先生不仅对学生如此从严要求，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有

时把自己的稿件交给学生们提意见，他总是把字母、代号、公式，

非常工整地用楷体或印刷体书写，让别人很容易阅读。

为了及时掌握国际有关钢结构的动态前沿，陈绍蕃在 80 岁

时开始学习计算机，凭着顽强的毅力，很快掌握了有关的基本操

作。

为人仁爱宽厚、淡泊名利。先生性格平和，生活节俭，但对

同事、弟子甚至素不相识的学生却关怀备至。为了纪念故去的夫

人，从自己的工资里每年拿出 2 万元，以夫人的名义设立奖学金，

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利用精工钢构的支持，设立“陈绍蕃－精

工钢构奖助学金”，资助众多学子；弥留之际，他还一直惦念要

为学校做点贡献，所留书籍全部捐赠学校，另捐助 5 万元给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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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捐赠公积金 10 万元以及去世后的所有稿费，成立陈绍蕃教

育基金，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去世后，家属尊重他的遗愿，

一切从简，不举办追悼会、不收花圈、不给学校提出任何要求。

2016 年，为了弘扬先生的精神、促进学校发展、造福后辈学子，

土木学院在征得陈绍蕃先生同意后，筹备发起成立了“陈绍蕃教

育基金”，用于学科建设和师生的资助奖励。

从青丝到白发，陈绍蕃把满腔激情贡献给了我国的钢结构事

业。年事渐高的他虽然体力不如以往，但他仍在与时间赛跑，依

然保持着活跃和缜密的思维，时刻关注着国际钢结构科技水平的

最新进展。

先生一生收获荣誉很多，但他从来都非常谦和，他说：“钢

结构涉及面很广，我用大半生精力也只是对它的基本性能有所领

会。”每年，学校领导家中看望慰问先生时，先生都会谦虚表示，

自己还做得不够。2017 年春节，学校领导看望他时，先生还表

示：去年在国际期刊上投了 3 篇稿件，1 篇已经录用，2 篇还需

要再修改。当看到原稿时，其英文单词一笔一划，图表清晰，令

所有人十分感动。

“我这一辈子，只是做了一些踏踏实实的工作，欣慰的是，

我的路走对了，我这一生，无怨无悔。”面对自己的一生，陈先

生总是淡然一笑。

这就是陈先生，他是钢结构事业一座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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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沙石台上一胡杨
——徐德龙院士先进事迹

徐德龙（1952—2018），甘肃兰州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无

机非金属材料专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3 年

考入我校水泥工艺专业学习。1983 年获南京化工学院无机非金

属材料专业工学硕士学位，1990 年在原西德克劳斯塔尔大学获

德国政府学位工程师资质，1996 年获东北大学钢铁冶金系钢铁

冶金专业工学博士学位。1995 年 6 月起，先后任我校副校长、

常务副校长。1998 年 3 月，任校长、党委副书记。2003 年当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2009 年起，兼任陕西省侨联主席，陕西省科

协副主席，当选为中国侨联第八届、九届委员会常委。2014 年 5

月，任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并兼任机关党委书记。曾任

中国硅酸盐学会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颗粒学会理事会副理事长、

国家建材工业科教委高级顾问、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国家保

密技术专家组专家、国家干法水泥回转窑预热预分解技术研究推

广中心主任、生态建筑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

育部生态水泥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 A 级会员、

英国混凝土技术学会会士、陕西循环经济工程技术院理事长兼院

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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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敢为人先。我国是钢铁制造大国，钢铁产量占世

界总产量的 48%以上。随着我国钢铁工业迅猛发展，冶金渣排放

量急剧增加。这些冶金渣常年露天堆放，不仅要占用大量的土地，

而且其中的重金属离子会在雨水的浸泡中对大气、土壤和地下水

系造成严重污染。如何变废为宝，是实现我国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重大课题。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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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解决了这一

问题。该技术研发出先进冶金渣超细制备工艺，设计出低振动高

压立磨装备，最终制成高性能胶凝材料，让冶金渣变废为宝。该

技术也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时光倒转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 600多家中小水泥厂引进的

立筒式悬浮预热分解技术，由于产量低、热耗高，企业大面积亏

损，国内“枪毙”立筒窑的呼声不断。“枪毙”立筒窑，将给国

家造成 250 多亿元的损失，造成一大批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徐

德龙研发的“X·L 型水泥悬浮预热系列技术”在水泥厂应用后，

不仅提高了产量，降低了能耗，经济效益也迅速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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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业界，徐德龙总是勇于第一个“吃螃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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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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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断推动我国水泥生产技术革命性变革。近三十年来，徐德

龙院士团队对以悬浮预热预分解技术为核心的新型水泥干法生

产工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创新理论和新颖的观

点并完成了卓有成效的工程实践。

他带领团队对国外引进的三种立筒预热器窑，开发了三个系

列的改造技术，使其产量翻番，节能 30％以上，水泥熟料质量

显著提高，他们与相关厂家利用该系列技术改造了 43 条生产线，

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高固气比换热、传质和反

应理论，利用原创性的高固气比预热分解技术建成和改造了 10

余条生产线，主要指标创同类型窑国际领先水平。他主持设计了

当时全世界较大规模的冶金工业渣微粉生产线，在多家钢铁企业

推广应用了 42 条生产线，各项指标居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工

业废渣的资源化，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建成集

教学、科研、技术装备开发和新技术推广为一体的粉体工程研究

所，为中国建材工业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先后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国家发明四等奖 1 项，国家科技成

果推广奖 1 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和成

果一、二等奖 10 余项，科技成果入选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

技进展。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

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

号。发表论文 100 余篇，获准专利 80 余项，出版专著 3 部，培

养博士、硕士研究生百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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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校，身体力行。担任校长期间，徐德龙自觉将学校的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与民族的复兴

结合起来，亲自作词了校歌——《高举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旗帜》。

他多次强调，人的一生有三个母亲：一是生育你的母亲；二是教

育你的母校；三是养育你的祖国母亲。在校园里，他身体力行，

美化环境，哪怕是一片纸屑，他都要俯身捡起放到垃圾桶。这些

无不体现了他的赤子之心、家国情怀。

文化与精神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徐德

龙院士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学校的大学

文化和精神，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建设科学文化，营造创新文化。

通过并校 45 周年、50周年、55周年校庆，全面梳理了四个母体

院校的办学历程，追溯了学校的并校历史和办学历程，锤炼建大

品格，造就建大人的文化人格和精神品格。他总结凝练了“传承

文明，开创未来，育才兴国，科技富民”的办学宗旨，“自强、

笃实、求源、创新”的校训，“为人诚实、基础扎实、作风朴实、

工作踏实”的校风。他积极培育学术自由、兼容并蓄、求真务实

的学术氛围，不断营建有利于学科融合、学术交流、知识创新的

文化环境。

严谨求实，爱生如子。徐德龙院士培养了百余名博士、硕士。

在学生眼里，他不光是一名大师，还是一名严师。在学习、生活、

修养等各个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他要求学生们坚持写读书笔记、

读《道德经》。很多研究生的论文，他会修改十多遍，甚至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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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符号也逐个进行了修订。这些体现出了一位学者严谨细致、求

真务实的治学精神。他爱生如子，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特外关照。

每年的中秋节、除夕夜，他都抽出时间，和孤儿学生、留校过年

学生一起座谈、吃饭，嘘寒问暖，爱护有加。他亲自为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提写“磨难本是一笔财富”，勉励他们，天不降难，何

以磨练自己，要不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我本一胡杨，长在沙石台。雨露也滋润，阳光满胸怀。”

徐德龙在这首自撰的小诗中以胡杨自喻。他的一生是为我国工程

科技和高等教育事业孜孜追求、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学术品德

和崇高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11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