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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公报 2024·21 省政府文件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加强地下水保护管理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

陕政办发〔2024〕22号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陕西省加强地下水保护管理工作若干措施》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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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加强地下水保护管理工作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地下水管理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我省地下水保护和管理，保障地下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到2025年，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全省地下水取水

总量控制在30.29亿立方米以内，地下水位基本维持稳定，取用水计量率达到70%以上；

到2030年，全省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在28.28亿立方米以内，地下水位保持稳定，科学

利用和有效保护地下水的体制机制全面建立，地下水保护管理各项措施有力落实，地

下水开发利用得到有效规范，实现地下水资源安全和可持续利用，特制定如下措施。

一、加强地下水调查评价与规划。开展地下水资源年度调查评价和周期调查评价，

周期调查评价中，地下水超采（载）治理地区每5年开展1次，其他地区每10年开展1

次。编制地下水保护利用和污染防治等规划，作为节约、保护、利用、修复治理地下

水的基本依据。地下水保护利用和污染防治等规划要服从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综合

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地下水保护利用规划应当包括地下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保护利用目标、总体布局和主要任务等，对辖区地下水合理利用、

有效保护及治理修复等作出系统部署。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行业专项规划，以及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等涉及地下水的内容，要与地下水资源条件

和保护要求相适应，与地下水保护利用和污染防治等规划相衔接，并进行科学论证。

二、严格地下水取水总量刚性约束。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强化地下水资源

刚性约束，严格执行地下水取用水市、县、区总量控制指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地

下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在相关规划决策、项目建设布局以及区域发展中，优先利

用地表水，限制开采地下水，鼓励使用非常规水。科学规范统计地下水取用水量，以

县级行政区为统计单元，真实准确反映县（市、区）地下水实际开采强度，严禁在市

级行政区内以非超采县（市、区）的剩余指标冲抵超采区的超采水量。地下水现状取

用水量未超过控制指标的县（市、区），要着力巩固压采成果，坚决防止用量反弹；地

下水现状取用水量超过控制指标的县（市、区），要严控地下水开发强度，逐步压减地

下水开采量，确保按期达到控制目标值。

三、严守地下水位控制红线。对地下水位控制指标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全面落实

-- 4



省政府公报 2024·21 省政府文件

地下水位红线管控。持续强化城区、超采（载）区、农灌区、水位下降区等区域地下

水位监测，加强地下水位动态分析、监测成果转化和超前预警，健全地下水位研判会

商、督导帮扶、提醒约谈等工作机制，定期通报超采（载）、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等重点

区域地下水位变化情况，加强跟踪监管，督促整改落实，保持合理地下水位。

四、做好地下水储备和应急水源管理。开展地下水战略储备利用、储备制度建设、

储备区确定等基础研究，编制地下水储备方案，明确储备布局，划定储备范围，制定

应急动用地下水储备预案。推进应急备用地下水水源建设，建立健全生活应急、农业

抗旱等地下水取水工程名录，制定应急预案，确保需要时正常使用。应急取水结束后，

要立即停止取水。未经批准不得将应急备用地下水水源转为常态供水水源。

五、加强地下水取水监测计量建设。加快推进地下水取水工程计量设施安装，持

续压实取用水户计量建设主体责任，建立用水台账，形成系统完备的监测计量体系。

对新（改、扩）建地下水取水工程，应当同时安装计量设施。对应安装而未安装计量

设施的已有地下水取水工程，应当限期安装。对取用地下水年许可水量5万立方米以

上、超采（载）区年取用地下水量1万立方米以上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应当安装在线计

量设施，并实时上传数据。对管径20厘米以上农业灌溉机井，具备计量设施安装条件

的应当全部安装。管径20厘米以上暂不具备计量设施安装条件及管径20厘米以下的农

业灌溉机井，积极推行“以电折水”计量。到2025年，实现工业、生活、服务业等地

下水取水工程计量率100%，管径20厘米以上农业灌溉机井“以电折水”计量率70%

以上。

六、严格地下水取水许可审批。进一步强化地下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超

过地下水取水总量或者不符合地下水位控制指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取水项目；

地下水取水总量达到控制指标90%以上或者地下水位连续下降的地区，从严审批新增取

水项目。黄河流域禁止取用深层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地下水

取水用途，确需变更的要重新进行水资源论证，并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开采地热水、

矿泉水应当加强与矿产资源等规划衔接，依法办理取水许可申请。在有富余地下水取

用水量指标的县（市、区），鼓励采取挂牌、拍卖等方式有偿取得地下水取用水权。

七、推进地下水超采区治理保护。切实加强地下水超采治理，“一地一策”科学制

定超采综合治理方案，健全完善节水制度和节水激励机制，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积

极落实节水改造、水源置换、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加大地下水取水工程封停力度，

健全治理评估机制，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探索推进回补涵养地下水，逐步实现超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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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采补平衡。严格限制使用地下水发展高耗水行业，大力推动非常规水和雨洪资

源利用。限期逐步封停公共供水管网覆盖且能满足用水需求的自备井 （特殊用水除

外）。加快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划定工作，禁止开采区内除应急、监测、勘

探、试验少量取水外严禁取用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内除上述用水情形外禁止新增取用

地下水，并逐步削减地下水取用水量。西安市、咸阳市等地表水源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的地下水超采 （载） 治理重点区域，应当逐步封停地下水水源地或者转为应急储备

水源。

八、规范地下水取水工程管理。坚持统筹规划、系统论证，科学优化地下水取水

工程布局，落实取水工程登记制度，加强取水工程施工方案审查，强化取水工程建设

管理，确保取水工程按照批准的方案实施。地下水取水工程报废、未建成或者完成勘

探、试验任务，所有权人或者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进行封存或者封填。

健全地下水取水工程监督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地下水取水工程核查登记，建立台账，

动态更新，推行“二维码”应用和“一井一码一档”管理，加强日常监管和重点监督，

强化取用水全过程管理。

九、加强疏干排水管理。矿产资源开采、地下工程建设疏干排水，应当安装取

（排）水计量设施，建立健全取（排）水台账。对开挖深度超过区域地下水第一个稳定

隔水层或者年排水量5万立方米以上的地下工程，应当依法备案。年疏干排水量5万立

方米以上的，应当依法办理取水许可，并按规定报送疏干排水量和水位状况。疏干排

水要优先利用，对能利用而不利用的，要限期整改。对充分利用后仍有剩余确需外排

的，应当经处理满足相关管理要求后达标排放。到2025年，黄河流域矿井水利用率达

到68%以上。

十、加强取水地热能开发利用项目管理。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保护要求，

划定需要取水的地热能开发利用项目的禁止和限制取水范围。建设需要取水的地热能

开发利用项目，应当依法办理取水许可，实行同一含水层等量取水和回灌，不得对地

下水造成污染。对取水和回灌进行计量，年许可取用地下水量达到5万立方米以上的项

目应当安装在线计量设施，并实时上传数据。

十一、强化地下水污染防治。组织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推动将划定成果

纳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明确差别化环境管理要求，实现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管

理、分级防治。健全完善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络，动态更新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

位名录。围绕化工产业集聚区、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垃圾填埋场、地下水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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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污单位等，持续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和风险防控，试点开展化工园区、

在产企业地下水风险管控修复。加强含水层裸露区、连通区、水源涵养区、地下水储

备区等区域保护。科学制定矿山油气开采区等高风险区域防渗漏措施，合理使用农药、

肥料、农用地膜等农业投入品，有效防止地下水污染。多层含水层开采、回灌地下水

应当防止串层污染。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应当符合相关水质标准，不得使地下水水

质恶化。

十二、完善地下水监测站网体系。优化完善地下水监测站网布局，强化监测站点

运行维护和动态管理，提升监测数据质量，定期发布监测信息。在地下水超采 （载）

区、集中式地下水水源地、矿山油气开采区、生态脆弱区等区域加密布设地下水监测

站，在山丘区、行政边界等监测空白单元补充监测站，提高监测设施覆盖面，提升地

下水监测信息化水平，建立统一完善的地下水监测站网和监测信息共享机制。

十三、突出抓好地下水监督执法。加强地下水资源监管与水行政执法协同，水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加大执法检查和处罚力度，依法打击

非法取用、超采地下水和破坏监测设施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取用水秩序。对地下水

超采（载）、地下水位连续下降等重点区域，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采取有力措施，切

实推进问题整改。

十四、加强地下水保护管理工作保障。全省各级政府是地下水保护管理的责任主

体，要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确保各项

措施落实到位。省级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各地要拓宽渠

道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动建立政府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保障

地下水管理、超采（载）治理、污染防治和监测站网运维等工作落地见效。将地下水

管控指标落实、地下水位变化等情况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河湖长制考核。

加强地下水涵养保护、污染防治等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和应用，积极开展煤矿开采区

“保水采煤”技术攻关。建立从事地下水保护、节约、利用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诚信档

案，强化结果运用。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公众地下水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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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表彰

2023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获奖项目的通报

陕政办函〔2024〕104号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激励和调动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和质量，按照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省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对全省

高等学校申报的2023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进行了评审、公示。经省政府同意，决定授

予“学科交叉、机制创新、产教融合，全国首个储能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等

59项成果陕西省 2023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授予“平台支撑 模式创新 数智

赋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的建设与实践”等92项成果陕西省2023年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授予“优结构提质量：以学生学习与发展为中心的专业和课程质量联

动评估研究与实践”等190项成果陕西省2023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希望获奖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奋斗。各地、各高校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为

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干实绩谱写陕西新篇、

争做西部示范。

附件：陕西省2023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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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陕西省２０２３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

特等奖 (共５９项)

序号 学校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１ 西安交通大学
学科 交 叉、机 制 创 新、产 教 融
合,全国首个储能专业人才培养
的探索与实践

何雅玲、兰　剑、陶文铨、
管晓宏、李　慧、李印实、
席　奂、丁书江、徐友龙、
宋政湘

２ 西安交通大学
校企 共 建 需 求 牵 引 实 践 赋 能
———复合型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

孙　早、赵春艳、沈　灏、
马草原、李　涛、李淑彪、
董志龙、徐凤敏、刘东杰、
姚继君

３ 西安交通大学
产教融合 学科交叉:面向卓越工
程科技人才需求的课程群构建与
实施

洪　军、陈小明、王小华、
陈立斌、兰　剑、张　薇、
胡　琳、方　敏、杨铁林、
张炜丽

４ 西安交通大学
艺术与科学交汇培养创新人才的
教学体系、课程群建设与实践

管晓宏、方小笛、南　楠、
杜友田、王一昕、曹耿献、
文　茹、李　娟、王晨旭、
陶　敬

５ 西安交通大学
建精品教材、育名师团队、创教
学方法,打造电气工程专业一流
课程群

别朝红、祝令瑜、邹建龙、
雷万钧、郑　涛、杨　飞、
陈文洁、杜锦华、罗先觉、
刘进军

６ 西安交通大学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全产业链复合
型人才双向驱动与三融合硕博贯
通培养新体系

郭烈锦、王跃社、金　辉、
刘茂昌、陈玉彬、于　洋、
魏雯雯、陈渝楠、葛志伟、
王　粤

７ 西安交通大学
一体贯通 双重协同 三维融合:
“一带一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单文华、李万强、丁　卫、
王保民、张　生、马治国、
谷婀娜、薛　华、陈虹睿、
高逸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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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西北工业大学
专业精、系统强、重实践、能担
当, “总师型”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与实践

杨益新、孙中奎、王克勤、
王　劲、刘　昕、栾义春、
韩寅奔、李　佩、王海鹏

９ 西北工业大学
国防特色高校进阶式 “做中悟”
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王海鹏、傅茂森、彭　亮、
谢潇潇、龚思怡、杨益新、
宋保维

１０ 西北工业大学
以戏育人、以美启真,理工科高
校通识性戏剧美育模式创新与
实践

孙　瑜、郑　欣、初建杰、
丁　卓、刘　韬、孟　杰、
刘译蔚、郭　馨、马　玥、
端木佳睿

１１ 西北工业大学
面向国家海洋无人装备重大战略
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与实践

潘　光、宋保维、黄桥高、
王　鹏、张立川、沈克纯、
高　剑、曹永辉、杜晓旭、
施　瑶

１２ 西北工业大学
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构建新时
代 “总师型”工程博士特色培养
体系

张卫红、李春林、王　鹏、
李　圣、缑林峰、牛茂贵、
刘　澈、陈从军、王　会、
曹良玉

１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三维驱动 多元协同”卓越动物
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张　涌、王建国、张欣珂、
杨增岐、张永第、程捍卫、
刘　军、陈树林、张应辉

１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行业需求引领,产教深度融合,
食品科学类一流人才培养模式探
索与实践

房玉林、孙翔宇、马婷婷、
刘树文、刘　旭、朱　杰、
石　超、张予林、薛　雪、
张春玲

１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土壤学五位一体高层次创新型人
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邵明安、魏孝荣、刘宝元、
冯　浩、李同川、贾小旭、
黄明斌、王　力、樊　军、
朱元骏

１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赓续红色血脉,服务国家亟需,
信通类一流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李　赞、顾华玺、刘　刚、
任光亮、刘雪芳、田　斌、
王　艳、康　槿、刘淑华、
李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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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通专结合、数据赋能、师生共育
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新模式

谢　琨、苗启广、万　波、
袁细国、武　越、刘如意、
李龙海、马小科、卢子祥、
侯晓慧

１８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面向真问题,科学技术工程相融
并促的集成电路研究生培养探索
与实践

郝　跃、朱樟明、张进成、
高宇璐、程　珺、刘术彬、
张玉明、刘金龙、党　魁、
李　康

１９ 陕西师范大学
服务双战略,夯基四能力,面向
西部的新时代师范生４３３４教育
实践体系构建

李忠军、陈新兵、党怀兴、
郭建中、刘全国、李永明、
李贵安、冯立君、雒朝梁、
衡旭辉

２０ 陕西师范大学
赓续红色基因,面向西部田野:
传媒类专业 RSTPF 实践教学模
式的创新构建

党　君、许加彪、张小东、
穆海亮、王敏芝、王彦婷、
朱晓彧、成越洋、何明家、
王军峰

２１ 陕西师范大学
基于 “三导向五融合”的航空心
理学类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游旭群、姬　鸣、何　宁、
吴国彬、李　苑、罗扬眉、
李　瑛、常　明、晏碧华、
张　媛

２２ 长安大学
课堂融通  平台融汇  师生融
合:行业特色高校 “大思政课”
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彪晓红、黄　蜺、陈怀平、
彭湘蓉、王　蔷、王振宇、
孙启鹏、殷　峰、郗　波、
沈秀芳

２３ 长安大学
课程 筑 基、科 创 赋 能、国 合 增
效,公路交通领军型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与实践

汪海年、张久鹏、栗培龙、
杨　旭、屈　鑫、赵晓康、
蒋修明、徐　玮、丁　湛、
温　永

２４ 西北大学
“思政引领、过程嵌入、共建共
享”经济学产教融合育人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吴振磊、郭立宏、李　辉、
杜　勇、王峰虎、马莉莉、
石　阳、葛鹏飞、王颂吉、
赵仁杰

２５
西北大学

陕西省高等学校
教学指导委员会

以生物制造产业链为导向的生物
工程本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与实践

范代娣、惠俊峰、曾　丹、
马　沛、杨　静、王　盼、
米　钰、张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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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西北大学
三制 三 化、科 教 融 合、多 维 融
通,地质学拔尖学生培养体系创
新与实践

张志飞、封从军、李政伦、
赖绍聪、赵国春

２７ 西北大学
“一核三融,五位五链”:地方高
校地质类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体
系构建与实践

舒德干、黄康俊、张志飞、
王家鼎、张小莉、陈　峰

２８ 西安理工大学
乐水担使命,知水强技能,兴水
勇创新,水利领军潜质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与实践

刘云贺、周蓓蓓、郭鹏程、
潘保柱、王　琳、曹　靖、
颜建国、黄　强、杨　帆、
李郁侠

２９ 西安理工大学
地方工科高校 “立地、攻坚、创
新”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梁淑华、赵　康、郭向明、
许增光、尹忠刚、安丰勇、
王全九、扈文秀、郝敏敏、
李　江

３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塑金课、强实践、重育人:新时
代环境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与实践

张海涵、韩　芸、吴蔓莉、
刘立忠、卢金锁、杨生炯、
杨永哲、张崇淼、袁林江、
杨福玲

３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需求 引 领,体 系 重 构、资 源 支
撑、模式创新,建筑结构课程群
改革与实践

史庆轩、门进杰、钟炜辉、
杨　勇、杨俊芬、丁怡洁、
谷坤文、陶　毅、田黎敏、
王　朋

３２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一流学科赋能土建类高层次人才
培养探索与实践

牛荻涛、张聪惠、朱丽华、
姬晓琴、任　瑞、刘　冠、
刘言正、刘礼才、魏腾展

３３ 陕西科技大学
交叉 引 领、智 慧 赋 能、开 放 共
享:化工类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
实践

费贵强、王伟涛、杨雨豪、
邵　亮、王海花、黄文欢、
辛　华、南　江

３４ 陕西科技大学
面向行业转型发展需求,构建学
科交叉融合的 “轻工＋”研究生
培养模式

蒲永平、鲍　艳、陆赵情、
汪　钊、吕　晶、秦　毅、
董文武、郑科研、武建鑫、
吕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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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西安科技大学
培根铸魂 交叉融通 创新驱动的
采矿卓越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
实践

来兴平、赵兵朝、李　超、
张旭辉、张　云、顾合龙、
张　楠、曹建涛、单鹏飞、
万　超

３６ 西安石油大学
三性三融三驱动的行业划转地方
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
实践

陈军斌、吴　勋、方松林、
陈　武、马加传、陈　熙、
周鸣勇、李寿邦、张　帆、
张　倩

３７ 延安大学
多元协同、红专并进、三轮驱动
———延安红色文化育人课程体系
的构建与实践

高子伟、郝　琦、谭虎娃、
吕　磊、亢　鸽、乔　刚、
张志强、董庆来、杨晓华、
袁　芳

３８ 西安工业大学
夯基培能 润心铸魂 整合创新:
工程创新人才公共基础课教育体
系改革与实践

张　群、闫　莉、刘改琳、
姬洪波、张丽丽、张　华、
王晓颖、刘振亭、张　锦、
叶　鹏

３９

西安工业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五
研究所

陕西高速公路工程
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创新 “兵工＋”理念、深耕产教
融合:军民两用专硕 “１２３４”培
养模式探索

苏　兵、高武奇、郭庆军、
潘秋岑、孟　静、潘永强、
王军政、赵　琳、邵永军、
付雷杰

４０ 西安工程大学
知识 为 经、能 力 为 纬、需 求 为
梭,纺织机械卓越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

赵小惠、曹　敏、陈永当、
金守峰、肖　渊、孙　戬、
沈　瑜、唐文斌、管声启、
陈　珊

４１ 西安外国语大学
语言优势引领,专业融合赋能:
双外语＋专业卓越拔尖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姜亚军、张　杰、吕　斌、
庞　闻、毋育新、黄建友、
李村璞、张生庭、郭向涛、
张燕军

４２ 西北政法大学
德法兼修、四维支撑的卓越法治
人才分类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李大勇、王周户、王鹏飞、
何玉军、杜国强、田　苗、
陈　玺、舒洪水、刘亚军、
李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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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西安邮电大学
行业特色院校 “四融四化”新工
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卢光跃、邓军勇、杨武军、
刘有耀、王　军、梁彦霞、
张　霞、孙韩林、亢红波、
任　方

４４ 陕西中医药大学
传承 精 华、守 正 创 新,中 医 药
“三有”卓越人才培养模式的构
建与实践

卫　昊、雷根平、史亚军、
牛　锐、宋　健、王昌利、
王　征、王　川、郭　哲、
于雪珂

４５ 西安财经大学
理念引领 课程筑基 数智赋能:
财经类高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
探索与实践

李　萍、李　翠、杜延庆、
赵彦锋、王浩鸣、宁泽逵、
王　刚、焦　兵、杨宪平、
焦诚华

４６ 西安美术学院
“造型、审 美、创 新、服 务”四
维并重的美术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与实践

朱尽晖、武小川、何　军、
刘晨晨、郭继锋、张　乐、
朱　平、刘　森、王　贺

４７

榆林学院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上海大学
嘉兴大学

百年 筑 基、奋 斗 铸 魂、协 同 赋
能: “五乐”育人体系的构建与
实践

康　伟、张柱华、张　渊、
孙　华、张云运、张　慨、
徐永良、郝万喜、葛莉珍、
刘小红

４８ 空军军医大学
“牙周”引领的模块化融合式口
腔教学体系的创新探索与实践

陈发明、田蓓敏、贺小涛、
王　嘉、吴礼安、王胜朝、
刘艳丽、吴瑞鑫、安　莹、
殷　园

４９ 空军军医大学
“视而能见,见而能辨”消化内
镜诊断教学模式的建立与实践

韩　英、刘志国、郭冠亚、
崔丽娜、董沫含、尚玉龙、
郭长存、时永全、赵　芯、
李增山

５０ 空军工程大学
立足 “铸魂为战”的航空机械工
程精品专业基础课程群建设与改
革实践

苏新兵、侯艳艳、周章文、
严盛文、王卓健、于锦禄、
张晓露、李小刚、张艳华、
程邦勤

５１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三创递进 五化融通 四维赋能: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２０年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

刘新燕、张艺尧、赵建民、
陈　丹、阮　煜、方大凤、
薛君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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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共享智能铸造产业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科研破题 数字赋能 研学用一
体”:智能成型专业群建设的创
新与实践

李　云、张战英、李晨薇、
李光照、徐广胜、侯延升、
杨兵兵、李　莎、杨　军、
李晓鹏

５３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产学研融合,学做创一体:机械
专业群智能制造工匠人才培养的
创新与实践

赵明威、张文亭、吴玉文、
潘冠廷、苏宏志、刘艳申、
王建军、焦峥辉、夏东盛、
王　帅

５４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省建筑材料工业学校
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为突破
口的省域中高本一体化贯通培养
模式陕工实践

张　磊、白国政、赵革委、
崔淑淇、曹　珊、杜晓岚、
徐军纪、任志贵、郭利萍、
袁　辉

５５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五七○二工厂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海航汉莎技术

培训有限公司

航空铸魂 虚实交融:高职飞机维
修类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创新与
实践

张敏华、马　晶、任锁平、
霍一飞、赵　凯、吴　冬、
焦旭东、朱佳雯、那宝奇、
曹　俊

５６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群 “教产相
伴 共生共长”模式的创建与实践

赵　熹、甘代伟、冯　帆、
张靖雯、权春锋、张　鑫、
崔　乔、晁　蓉、程　凯、
褚小欣

５７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

有限公司
高等教育出版社

价值 引 领、数 字 转 型、双 师 赋
能,提升高职汽车专业课程育人
成效的创新实践

蔺宏良、黄晓鹏、任春晖、
刘大鹏、张值胜、赵其勉、
江　泉、冯冀岩、罗　娟、
朱布博

５８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引领 机制保障 平台支撑 进
阶提升 新时代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的创新与实践

刘超群、焦胜军、胡海东、
孙　斐、罗云萌、赵旭坤、
魏　超、沈　蕊、段军勇、
姜留涛

５９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西安易俗社有限公司

三融合、二强化、一回归:新时
代秦腔表演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
创新与实践

杨孝龙、刘正利、李小雄、
马　琳、佘占宏、刘治国、
李东桥、许仲举、张　格、
李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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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共９２项)

序号 学校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１ 西安交通大学
平台支撑 模式创新 数智赋能高
校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的建设与
实践

徐忠锋、鲍崇高、张　健、
王贵荣、王　兴、赵　欣、
董　喆

２ 西安交通大学
交叉融合、虚实结合的基层教学
组织分类建设探索与实践

王秋旺、兰　剑、高　腾、
王　倩、薛琦扬、焦占勇、
胡　欢

３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会

“五爱”引领,融合育人,胜任
力为导向的医学人文教育培养体
系的构建与实践

刘　昌、张月浪、王明旭、
刘华胜、李　雁、郭　卉、
杨景锋

４ 西安交通大学
“前沿引导、指尖触摸、行走感
悟”———高校思政课建设的理念
和实践

燕连福、成　进、苏玉波、
陈建兵、梁　辉、陈　晨、
李利波

５ 西安交通大学
多元并举,数智赋能,新医科背
景下 “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
构建与实践

张　明、麻少辉、杨　晶、
杨　健、李小鹏、李冬民、
刘　水

６ 西安交通大学
传承 价 值、贯 通 文 理、融 合 科
艺、强化实践:高质量通识课程
建设的改革与实践

杨建科、李黎明、韩鹏杰、
李福利、童　梅、张　顺、
彭　瑾

７ 西安交通大学
着眼科技自立自强,五位一体,
培养力学学科研究生解决重大需
求的创新能力

王铁军、刘益伦、李跃明、
陈振茂、徐明龙、卢同庆、
王刚锋

８ 西安交通大学
“价值引领、双链赋能、平台支
撑”的创新型公共管理研究生培
养模式与实践

李树茁、周忠良、董新宇、
王立剑、杜海峰、朱正威、
张思锋

９ 西安交通大学
厚植家国情怀、聚力基础创新、
深化交叉协同,构筑物理高层次
人才培养新模式

赵永涛、张　莹、张　磊、
杨生春、李蓬勃、孔春才、
张　沛

１０ 西北工业大学
“国防军工文化＋红色基因”的
大思政协同育人模式构建与实践

陈建有、孙绍勇、杨　晓、
杨云霞、蒲传新、吴闻川、
贺　苗

１１ 西北工业大学
分层、融合、卓越,推动人才多
元化培养的大学数学课程建设与
实践

聂玉峰、赵俊锋、肖曼玉、
李义强、刘　昕、都　琳、
张　硕

１２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价值 引 领,实 战 主 导,思 维 赋
能,网络安全实战型创新人才培
养实践

王　震、张慧翔、刘志强、
袁　媛、邰　瑜、孙　文、
龙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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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１３ 西北工业大学
智能时代三航特色自动化类专业
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创新及实践

韩军伟、刘准钆、樊泽明、
蔡晓妍、李广文、潘　泉、
马瑞卿

１４ 西北工业大学
聚焦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中外
合作办学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与
实践

范晓丽、代富平、孔　杰、
李贺军、杨　烨、程　茵、
张秋禹

１５ 西北工业大学
工程型号磨砺,总师牵引同行,
航天总师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
实践

周　军、黄　河、刘光辉、
张佼龙、李　朋、刘莹莹、
张　帝

１６ 西北工业大学
服务国家战略,学科交叉协同,
空天智能计算高层次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与实践

王　鹏、孙瑾秋、张艳宁、
朱　宇、杨佳琪、夏　勇、
张　磊

１７ 西北工业大学
淬炼能力,优源创制,国防特色
航空机载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与实践

王小旭、韩军伟、潘　泉、
闵令通、王秉路、李爱军、
史静平

１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强农兴农使命下的大思政课教学
模式创建与实践

赵延安、陈遇春、赵志业、
魏晓辉、张　楠、王海成、
殷旭辉

１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名师引领、四维升级,森林保护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模式探索
与实践

谢寿安、贾小明、贺　虹、
韩崇选、余仲东、唐光辉、
南小宁

２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 “四维
度四构建”育人体系重塑与实践

夏显力、赵敏娟、朱玉春、
刘军弟、杨　维、石宝峰、
程捍卫

２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贯通衔接、梯度递进的植物保护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
实践

胡小平、马志卿、康振生、
陈帝伊、黄丽丽、刘西莉、
李　明

２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聚焦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全面支
撑专业认证非技术指标的系列课
程创新与实践

苏　涛、王　平、戴显英、
顾华玺、杨　敏、亿珍珍、
黎　娜

２３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赓续红色电波精神,践行教育报
国初心,无线电物理研究生培养
模式创新与实践

郭立新、魏　兵、李　科、
黄军荣、魏仪文、柴水荣、
刘忠玉

２４
陕西师范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

新师范人才培养的 “双环六路”
模式构建与实践探索

李　森、龙宝新、郭祥超、
胡金木、崔友兴、廖婧茜、
高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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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２５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类硕士研究生综合素养提升
的教育法学基础课程改革探索与
实践

陈　亮、陈　鹏、廖婧茜、
祁占勇、王鹏炜、李　莹、
李　威

２６ 长安大学
课程 强 基、实 践 赋 能、创 新 提
质,交通岩土工程一流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与实践

谢永利、包　含、晏长根、
张宏光、薛志佳、齐洪亮、
张莎莎

２７ 长安大学
三创融通 四驱并进 双师育才:
面向新工科的建筑类专业实践育
人模式与实施

侯全华、余侃华、张　薇、
陈斯亮、樊禹江、马西娜、
周吉喆

２８ 长安大学
“一核四驱五支撑”的旱区水与
环境领域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构建与实践

王文科、王周锋、赵晓红、
魏　玮、李　佩、王锦璇、
宋　赪

２９ 西北大学
“价值塑造、知识融通、团队协
作”经济学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何爱平、吴振磊、吴丰华、
赵仁杰、安梦天、王泽润

３０ 西安理工大学
需求牵引 交叉融通 数字化战略
背景下的工程建造领域创新人才
培养新范式

赵　钦、黑新宏、何　敏、
宋霄罡、朱记伟、李军怀、
崔晓玲

３１ 西安理工大学
需求导向、产教融合,集成电路
领域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改革与
实践

杨　媛、刘　静、封先锋、
杨　莺、林　涛、何　立、
杨兆年

３２ 西安理工大学
协同融合创新、赋能产业发展,
地方高校控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改革与实践

刘　丁、刘　军、穆凌霞、
辛　菁、张晓晖、刘　涵、
弋英民

３３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守正创新 以文化人:凸显本土特
色的新时代城市设计人才培养模
式探索与实践

李　昊、李岳岩、叶静婕、
周志菲、王　璐、徐诗伟、
吴珊珊

３４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平台支撑—校企协同—项目驱动
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黄廷林、文　刚、张海涵、
卢金锁、李　凯、程　亚、
胡瑞柱

３５ 陕西科技大学
理实 融 合,三 堂 联 动,双 维 评
价:地方高校材料专业基础课教
学模式创新与实践

林　营、赵　婷、方　媛、
杨海波、刘　毅、王　通、
刘俊莉

３６ 陕西科技大学
虚实 结 合、校 际 联 合、产 教 融
合:轻工一流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与实践

张美云、宋顺喜、聂景怡、
谭蕉君、陆赵情、杨　斌、
张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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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陕西科技大学
省属高水平大学 “一体化两融合
四支撑”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
式的构建与实践

陆赵情、秦　毅、张美云、
蒲永平、陈李斌、吕　晶、
陈　阳

３８
西安科技大学

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会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行业特色高
校专业结构及课程体系优化研究
与实践

王贵荣、邹绍辉、胡荣明、
王树奇、王彩勤、党　琪、
金美容

３９ 西安科技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精神培育及育人
“１２３４７”模式研究与实践

石　磊、吴晓明、刘光林、
曹雪梅、靳伟涛、郭　鹏、
邸俊燕

４０ 西安科技大学
聚焦 特 色 以 点 带 面 六 联 驱 动
———西部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国
际化探索与实践

罗振敏、赵婧昱、邓　军、
王秋红、文　虎、王　涛、
刘　博

４１ 西安科技大学
思政引领 数智驱动 校企协同 煤
炭行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

张传伟、赵栓峰、曹现刚、
钟　斌、高怀斌、寇发荣、
杨　芝

４２ 西安石油大学
产教融合 虚实互补 石油类专业
工程实践平台及教学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

张君涛、时保宏、赵　栋、
陈子恒、李庆本、张　磊、
吴　勋

４３ 西安石油大学
优势学科引领、学科群赋能的行
业特色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
与实践探索

高　辉、李　琳、刘志坤、
姚　军、崔　璐、袁通路、
高国旺

４４ 延安大学
高校能源类专业模块化精准思政
育人模式构建与实践

吕　磊、王丽影、王　建、
何永垚、王记江、甄延忠、
李　茜

４５ 西安工业大学
兵工特色教学资源融入两大课
堂、构建 “一二三三”思政育人
模式探索与实践

吕　青、梁云鹤、孟文科、
兰小毅、周意岷、程文冬、
冯　婷

４６ 西安工程大学
行业 牵 引,交 叉 融 通,厚 植 资
源:服装时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与实践

邓咏梅、戴　鸿、吕　钊、
刘凯旋、任　军、薛　媛、
姜茸凡

４７ 西安工程大学
产业 牵 引、机 制 驱 动、融 合 支
撑,纺织学科群高层次人才培养
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王海燕、师文钊、景军锋、
刘晓喆、刘瑾姝、王晓华、
孙润军

４８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三进 铸 魂,四 课 联 动,多 元 协
同:多语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与实践

庞　闻、葛　睿、张世胜、
刘　涛、邱振兴、毋育新、
陈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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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西北政法大学
“一体多维、双向督导、多元协
同”二级学院教学质量提升机制
研究与实践

倪　楠、陈娟丽、席晓娟、
张　琳、彭立峰、曹　燕、
魏　静

５０ 西北政法大学
价值 内 化、数 智 赋 能、多 方 协
同:新闻传播类课程思政实践育
人模式改革与实践

孙　江、王　洋、王若梅、
罗　朋、崔保峰、赵哲超、
陈　琦

５１ 西北政法大学
服务西部、需求导向,政法院校
高素质涉外法治研究生培养的实
践探索

孙昊亮、刘亚军、王　瀚、
常　安、李　洋、赵彩如、
师　怡

５２ 西安邮电大学
工程创新 能 力 导 向 的 “三 位 一
体”物联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探索与实践

王军选、万鹏武、包志强、
黄琼丹、王宏刚、赵　婕、
单　洁

５３ 陕西中医药大学
统合、赋能、相长:新医科背景
下中医药高校数智化协同育人模
式创新与实践

侯　青、刘双耀、辛　静、
白思敏、张冬青、刘　鑫、
李卓宁

５４ 陕西理工大学
需求 导 向,学 科 交 叉,产 教 协
同:地方高校专业调整改造的探
索与实践

任志贵、艾桃桃、席成孝、
冯小明、白海清、陈立贵、
冯　荣

５５ 陕西理工大学
厚植 情 怀、学 训 融 通、协 同 育
人:面向乡村基础教育的师范人
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席成孝、陈　涛、袁书卷、
霍　燕、付兴林、吴金涛、
任亚杰

５６ 西安音乐学院
合唱课教学 “课堂与舞台相融互
通”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强陆平、姚晓婷、赵　垒、
郭　雯、吴　延、陈　勇、
梁　晖

５７ 西安体育学院
陕西本土红色文化融入体育院校
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创新与实践

刘子实、韦雅莉、秋　实、
张莉华、刘小容、任鹏军

５８ 西安医学院
服务需求追求卓越:高素质应
用型医学本科人才培养改革与
实践

李雪萍、刘碧波、苏兴利、
严琴琴、严喜章、兰　凯、
周　韵

５９ 西安文理学院
百年书院精神浸润卓越师范生
“师德师能师艺”培养模式的构
建与实践

韩　权、向　华、徐东升、
蔡　军、杨艺媛、查　毅、
苏　羽

６０ 宝鸡文理学院
强师能 优资源 拓领域 促协同
———地方高校思政课教学新范式
探索与实践

王富平、韩干校、赵小刚、
田延峰、刘晓勇、杨伟东、
米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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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咸阳师范学院
思政 铸 魂,协 同 提 质,实 践 赋
能,构建地方师范院校英语专业
人才培养新模式

肖春艳、赵崇俊、车　乒、
耿娟娟、黄永亮、高艳梅、
鲁团花

６２ 渭南师范学院
以 «史记»教学为核心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育人体系的探索
与实践

张守华、曹　强、赵前明、
雷炳锋、方科平、凌朝栋、
韩团结

６３ 安康学院
文化 铸 魂、课 程 筑 基、实 训 赋
能:地方高校中文应用型本科人
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杨运庚、朱　云、李　婷、
戴承元、邸　玲

６４ 商洛学院
根植地方、服务产业,提高应用
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探索与实践

范新会、刘宝盈、周春生、
李　超、程　敏、王　怡、
张晓倩

６５ 西安航空学院
传承 航 空 精 神,服 务 航 空 制 造
———地方行业院校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祁玉龙、金　文、谢　辉、
杜　鹃、侯　伟、魏朝晖、
王　琛

６６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以德育德  融合赋能  协同育
人:新时代西部幼儿教师培养模
式构建与实践

李明军、李　强、邵必林、
何善平、相　艳、王奂新、
吕银芳

６７ 西安培华学院
多元互融、增值赋能、双轮驱动
———地方应用型高校推进时代新
人培育探索与实践

姚文静、蔡　亮、胡俊生、
杨　媛、铁　卫、罗　娜、
王　琳

６８ 西京学院
夯基强训、蓄能提质,应用型理
工类高校大学数学教学改革与
实践

王　震、李建辉、惠小健、
章培军、田怀谷、任水利、
刘小刚

６９ 空军军医大学
三员 协 作、三 实 促 教、三 化 赋
能:基于正畸学的口腔理实虚一
体化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金作林、刘思颖、王　蕾、
曹　猛、金　钫、武俊杰、
刘　佳

７０ 空军军医大学
运动系统伤病 TPS—M 融合式教
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郭　征、冯亚非、张云飞、
吴子祥、李晓祥、陈孛玉、
张弘韬

７１ 空军军医大学
“三结合三突出”医学微生物学
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吴兴安、张芳琳、吕　欣、
雷迎峰、程林峰、叶晓龙、
柏银兰

７２
空军军医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基于口腔生物力学 “合纵连横、
三维驱动”的新医科研究生课程
建设与实践

张　旻、陈永进、李石保、
白石柱、景　达、王君俊、
程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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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火箭军工程大学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军队院校
生长军官指挥管理能力培养体系
创新与实践

李　华、高桂清、杨正伟、
梁　军、蒋维杨、宋蔚栋、
冯俊水

７４ 火箭军工程大学
瞄准火箭军战略转型急需,培养
作战任务规划紧缺人才的探索与
实践

李亚雄、李邦杰、潘乐飞、
武　健、赵久奋、王顺宏、
马　峰

７５ 空军工程大学
建设系列化虚拟仿真教学资源,
推进实战化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刘树光、刘文杰、高建国、
李姗姗、朱　蒙、张　亮、
刘亚擎

７６ 空军工程大学
雷达与电子对抗领域研究生实践
创新与军事应用能力培养探索与
实践

向建军、许蕴山、雷洪利、
邓有为、夏海宝、程嗣怡、
向　新

７７ 武警工程大学
基于全寿命的武警装备实战化教
学探索与实践

庄弘炜、赵法栋、李永利、
董旭丹、卢　玲、张燕丽、
杨晓银

７８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石羊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校企共育 团队赋能 平台支撑 畜
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张振仓、牛华锋、贾燕青、
闫红军、任建存、仇薪鑫、
刘　博

７９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教育科学研究院

安徽润一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卓越睿新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岗课融合 结构团队 数字赋能 园
林类专业模块化教学改革创新与
实践

衣学慧、郭　为、季晓莲、
王青宁、余　鸽、张　莹、
王小鸽

８０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中科浩电科技有限公司

专创融合 真岗实战———高职无人
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创新与
实践

段东旭、刘　晨、兀光波、
缑　辉、胡　洋、郭忠庆、
淡可扬

８１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跨类集群 课程筑基 多维融通:
复合型无人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的创新实践

叶　婷、王瑜瑜、党　媚、
田　方、史佳豪、王朋飞、
李昊燔

８２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五七〇二工厂

北京中企未来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课岗 融 通 德 技 并 修 能 力 递 进
———高职航空维修类专业数字化
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

史小英、王　颇、姚锋刚、
高海英、康　卉、张亚维、
安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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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亚太菁英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
西安兴航航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岗课赛证融通 校企育训并重”
航空高端制造技术技能人才精准
培养探索与实践

张　俊、林　坤、冯　娟、
石增祥、王　哲、何昕檬、
刘　健

８４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施耐德电气 (中国)

有限公司
西安讯飞超脑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聚焦产业、城校联动、价值赋
能、三端协同”高职电气专业群
改革与实践

姜　鑫、崔屹嵘、韩　征、
程瑞鹏、高雨雨、石宝刚、
张双琦

８５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省军民融合人才中心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
股份公司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浸润三融合 四方联动三递
进:军工行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探
索与实践

孟繁增、胥航军、陈　刚、
王艳景、张俊勇、韩　韬、
刘春静

８６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教育协会

需求导向 育训结合 共建共享:
校企协同培育煤炭产业工匠人才
的探索与实践

刘予东、丁海英、赵亚玲、
陈亚军、王博涛、陶　燕、
李　聪

８７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价值 塑 造 四 位 一 体 多 模 共 融
———煤矿智能开采复合型人才培
养的探索与实践

丁海英、周少丽、曹其嘉、
陈　辉、杨大山、穆　驰、
韦　钊

８８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带动 校企联动 研创驱动:
高铁智慧建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的创新与实践

张学钢、赵　东、朱永伟、
宋德军、张珂苑、吴海光、
高晶晶

８９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宝鸡机车检修厂
郑州畅想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 场景化 数字化:高职轨
道列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
实践

李益民、林　辉、朱慧勇、
侯　艳、张省伟、房　楠、
王　博

９０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新迈尔 (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陕西齐峰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德技并修 产教共育 创服同行:
电商专业助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践

张永良、熊爱珍、刘列转、
崔启迪、余爱云、卢春兰、
任冰青

９１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咸阳小天鹅教育中心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幼儿园

新时代高职学前教育专业 “小幼
师、大先生”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任江维、孙　洁、乔素芳、
邰康锋、杨小平、郭超群、
姚　鑫

９２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铸师魂拓平台强技能:高职
院校数字化教学新生态培养 １０
年探索与实践

刘月梅、李国荣、侯玉霞、
黄　倩、杨雅颉、刘　力、
陈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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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西安交通大学
优结构提质量:以学生学习与发
展为中心的专业和课程质量联动
评估研究与实践

陆根书、徐　菲、张俊斌、
贾小娟、李珍艳

２ 西安交通大学
学研并重、志趣协同,构建 “三
重一化一中心”基础学科拔尖学
生培养新模式

杨　森、王　娟、易　媛、
唐亚哲、杨建科

３ 西安交通大学
整合思维引导的口腔医学本科
“三维三融”全链条育人机制的
创新与实践

裴丹丹、李　昂、高　歌、
侯琳娜、刘　飞

４ 西安交通大学
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的大学计算
机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实施

桂小林、郑庆华、何钦铭、
杜小勇、崔舒宁

５ 西安交通大学
建课程、改模式、融赛教,构建
一流机械设计类项目制实践教学
新体系

王永泉、桂　亮、张　俊、
金　悦、段玉岗

６ 西安交通大学
对标 制 造 业 发 展,助 力 专 业 升
级,机械工程 “数智化”实践教
学平台与体系构建

段玉岗、王保建、杨立娟、
李　晶、王永泉

７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树大健康观 强公卫能力 高层次
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创
立与实践

庄贵华、马　乐、党少农、
张　峰、程永兵

８ 西安交通大学
思政引领、校企融合、国际协同
的航空航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
索与实践

申胜平、张　虎、刘　振、
夏　巍、雷　蒋

９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会

价值 塑 造,数 字 赋 能,质 量 为
本,构建一流材料类专业人才培
养体系

王永欣、李贺军、王红洁、
李金山、单智伟

１０ 西北工业大学
金课 引 领、社 区 支 撑、评 价 驱
动,空天电子信息一流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李　勇、高永胜、王　伶、
李　辉、周　巍

１１ 西北工业大学
优化国防特色高校多元协同治理
模式 构建 “总师型”人才大类培
养体系

王宇波、于　辉、张开富、
牟　蕾、陈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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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西北工业大学
国防需求牵引,课程体系重塑,
构建海洋信息类本科人才立体式
培养模式

雷　波、王宏磊、李道江、
曾向阳、崔荣鑫

１３ 西北工业大学
面向 “一颗芯片”设计、制造、
封测全流程的微机电系统工程卓
越人才培养模式

常洪龙、谢建兵、任　森、
邓进军、陶　凯

１４ 西北工业大学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培养航宇制造
拔尖创新领军人才的实验教学体
系构建与实践

朱继宏、孟　亮、申　强、
骆　彬、罗　明

１５ 西北工业大学
金课 驱 动、数 字 融 合、资 源 互
通:微小卫星优质课程群建设路
径探索与实践

郭建国、刘莹莹、卢晓东、
赵　斌、周　军

１６ 西北工业大学
«项目管理»国家级一流本科课
程四维一体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

白思俊、车阿大、张识宇、
刘丽华、黄柯鑫

１７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多学科交叉融合与跨行业校企协
作的超声材料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建设与实践

翟　薇、解文军、王建元、
闫　娜、耿德路

１８ 西北工业大学
国防 引 领、强 基 拓 域、多 方 联
动,化学类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张秋禹、张宝亮、闫　毅、
顾军渭、陈妍慧

１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价值引领,知行融通:昆虫学课
程群２５年教学改革与实践

戴　武、花保祯、张雅林、
仵均祥、靖湘峰

２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思政领航、五育并举的知农爱农
新型人才综合素质教育体系构建
与实践

闫祖书、李国龙、石颖贤、
赵　静、张瑞超

２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机人才 “三载体—四途径”培
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杨福增、张卫国、刘志杰、
寇小希、李群卓

２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艺融合产教协同”农林高
校景观设计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与
实践

高　天、张延龙、樊俊喜、
史承勇、李厚华

２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思政 引 领、厚 基 深 融、系 统 实
践:培养新时代卓越农林经济管
理人才

刘天军、徐家鹏、刘军弟、
闫振宇、朱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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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思政赋能、模式创新、交叉融合
的大生物学综合实习改革与实践

姜在民、易　华、杨文权、
张丁玲、张硕新

２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会

交叉融合、协同创新,新农科应
用化学专业一流人才培养体系构
建与实践

高锦明、韩文博、尹　霞、
张秀云、吕　璐

２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战略需求导向、情怀能力齐进、
学科专业协同水利类三链融合教
育模式研践

陈帝伊、王　斌、王文娥、
许贝贝、郭鹏程

２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涉农高校研究生招生管理 “六融
合—五牵引—四驱动”工作体系
的创新与实践

张　静、布都会、王瑞斌、
李巍巍、仵亚伟

２８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产学研训协同,计算机类专业数
据库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与
实践

崔江涛、万　波、李　辉、
彭延国、王小兵

２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面向航天电子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的 “导航＋”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创建与实践

许录平、孙景荣、戴　浩、
何晓川、刘清华

３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四位一体,交叉融合,书院制背
景下新生创新意识培养模式探索
与实践

赵岩松、李　龙、余　博、
窦金娣、李佳铭

３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跨校 传 帮,跨 界 导 教,教 赛 相
长,中青年教师教学发展路径的
探索与实践

刘三阳、吴　婷、许文艳、
冯晓莉

３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与信息学科特色鲜明的 “人
工智能拔尖人才培养新模式”探
索与实践

焦李成、石光明、侯　彪、
李阳阳、董伟生

３３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数据 驱 动,个 性 培 养,全 面 发
展,一流人才培养综合评价体系
的探索与实践

林　波、陈海涛、杨　帆、
李青山、王　禛

３４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研究生 “３＋２＋１”大思政文化
育人体系的实践与创新

史耀媛、张元元、刘文博、
郭晓红、高宇星

３５ 陕西师范大学
基于 “三平台四方式五竞赛”实
践教学体系的数学本科生创新能
力培养

李永明、周红军、窦井波、
颉永建、鲁来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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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陕西师范大学
数字赋能中文＋:信息技术融入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
探索与实践

苏仲乐、周广干、李跃力、
田　延、韩　夏

３７ 陕西师范大学
政理一体 四维联动: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国家公费师范生培养的十
六年探索与实践

刘力波、董　辉、殷一博、
任晓伟、张　兵

３８ 陕西师范大学
育心培根,立德铸魂:构建 “三
全”心理育人格局的探索与实践

李　瑛、游旭群、何　宁、
兰继军、罗扬眉

３９ 陕西师范大学
竞赛 辅 学、实 践 促 创、融 合 育
人:卓越物理师范创新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与实践

李贵安、高键智、王恒通、
岳辉吉、黄育红

４０ 陕西师范大学
技能 先 导—任 务 进 阶—分 层 释
疑:地理野外场景实践教学模式
创新与实践

岳大鹏、周正朝、查小春、
周忠学、王　宁

４１ 陕西师范大学
四问 拓 思、五 步 强 技、五 举 铸
魂:西部地理学研究生创新人才
培养探索与实践

李君轶、董治宝、黄春长、
周正朝、查小春

４２ 陕西师范大学
面 向 西 部 紧 缺 人 才 需 求 的
“１２４３”专项博士研究生人才培
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陈志钢、杨祖培、陈新兵、
郑海荣、陈　鹏

４３ 长安大学
能力导向、数智驱动:面向交通
强国战略的特色计算机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安毅生、慕　晨、刘占文、
樊海玮、徐志刚

４４ 长安大学
模式优化 课程协同 师资赋能:
面向新工科的数理类基础课程教
学改革实践

宋学力、商泽进、徐春龙、
张　萌、拓宏亮

４５ 长安大学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地质学
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
实践

李荣西、程宏飞、焦建刚、
雷如雄、夏明哲

４６ 长安大学
层次 递 进、数 智 赋 能、多 维 协
同:交通特色材料类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探索与实施

王振军、何　锐、李　辉、
徐义库、郭豪彦

４７ 长安大学
数字化背景下的地质类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范　文、邓龙胜、孟振江、
魏亚妮、邵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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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长安大学
重大工程引领、实践创新驱动:
桥梁工程一流本科人才培养探索
与实践

刘永健、李加武、陈　峰、
罗晓瑜、邹存俊

４９ 长安大学
“铸魂强基赋能”三驱并进能源
与动力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探索与
实践

陈　昊、耿莉敏、段晨东、
文常保、孙亚松

５０ 长安大学
数智赋能,多元融合,交通信息
类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
与实践

孙朝云、高　涛、黄　鹤、
申爱琴、陈　婷

５１ 长安大学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 “一主线两服
务四结合”行业复合型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黎开谊、张骞文、高天智、
李院春、朱先前

５２ 西北大学
树理念、重实操、求创新:创作
型文学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谷鹏飞、陈晓辉、陈然兴、
雷　勇、关　峰

５３ 西北大学
树信念、强基础、重创新———综
合性高校物理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

杨战营、杨文力、范海波、
王晓辉、杨军良

５４ 西北大学
强化数字技术赋能驱动教学模式
改革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数字化治
理研究与实践

叶培哲、王　斐、马忠玲、
龙井瑢、张　欣

５５ 西北大学
地方院校应用化学一流本科专业
“三三三”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与实践

李　延、李剑利、高玲燕、
关正辉、崔　斌

５６ 西北大学
一体两翼四引擎,地方综合性大
学 “信息＋”工科复合型人才培
养新路径

彭进业、冯　筠、曹　蓉、
李　康、耿国华

５７ 西北大学
拓资源建平台 强思政固基础 大
学生信息素质培养模式创新与
实践

耿国华、董卫军、陈　莉、
贺小伟、冯　筠

５８ 西北大学
厚德育、重实践、深协同:卓越
法治人才 “一三五”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王思锋、崔玲玲、刘建仓、
刘　桢、王若时

５９ 西北大学
实践 反 哺、优 势 赋 能、多 维 依
托、平台构筑,打造历史专业实
践教学新模式

李　军、张　峰、赵　虎、
续晓琼、单印飞

-- 28



省政府公报 2024·21 省政府文件

序号 学校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６０ 西北大学
厚基固本,强化应用———基于高
质量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数学教学
改革探究与实践

张　瑞、邵　勇、吴振刚、
李长宏、冷成财

６１
西北大学

陕西高等教育学会

面向高教强省建设的本科教学质
量靶向治理 “陕西模式”探索与
实践

姚聪莉、郭立宏、张冰冰、
徐志平、王正斌

６２
西北大学

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

生态引领、交叉融合:新文科背
景下应急管理本科人才培养范式
的创新与实践

雷晓康、曹　蓉、周文光、
梁　炜、许振宇

６３ 西北大学
西部地方综合性大学化学拔尖创
新人才 “进阶式”贯通培养模式
构建与实践

栾新军、史素青、李安阳、
和　媛、李剑利

６４ 西北大学
“价值引领、前沿聚焦、产研驱
动”物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

杨文力、赖绍聪、杨战营、
张军丽、杨军良

６５ 西安理工大学
价值引领、能力驱动,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
革与实践

汤玉斐、赵　康、张国君、
杨少博、刘照伟

６６ 西安理工大学
地方 理 工 科 高 校 经 管 类 专 业
“１２２１”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构 建 与
实施

王　艳、张　伟、胡海青、
杜占河、段刚龙

６７ 西安理工大学
“汲养西部立艺立人”地方高校
艺术类专业 “４４３”课程思政体
系建设与实践

薛艳敏、孙浩章、周毅晖、
郭　华、乔　治

６８ 西安理工大学
“校企协同、虚仿构建、课赛互
链”电气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与实践

姬军鹏、王晓卫、李金刚、
杨国清、路景杰

６９ 西安理工大学
标兵引领 双轮驱动:地方理工类
高校思政课教学创新探索与实践

梁严冰、史向军、蒙冰峰、
朱鸿亮、乔夏阳

７０ 西安理工大学
三课堂筑基 四平台赋能 五环节
强质,构建团队协同的研究生育
人新范式

高　飞、华灯鑫、李仕春、
汪　丽、闫　庆

７１ 西安理工大学
理工类地方高校研究生思政课
“五维联动 立体融合”教学模式
探索与实践

史向军、梁严冰、朱鸿亮、
张　锐、易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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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多元合作高阶选题 联贯组织多维
评价———建筑类专业联合教学模
式创新与实践

叶　飞、陈　超、张　倩、
杨建辉、田达睿

７３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一优化五融入 两课两馆 四位一
体”的建材类专业专创融合模式
研究与实践

何廷树、宋学锋、肖国庆、
李　辉、段　锋

７４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课程多层次、评价多维度的分析
化学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周元臻、何盈盈、汤洁莉、
党　媛、王康康

７５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共设共建共创:经管类专业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周　勇、张　炜、宋　炜、
董明放、何　静

７６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知识筑基价值铸魂能力助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化育人的
探索与实践

杨航征、李　焱、周郴保、
侯秋月、张洋子

７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面向产业变革的新材料研究生
“三协同 四支撑 四融合”培养模
式探索与实践

魏　剑、张　昊、尹洪峰、
段　锋、汤　云

７８ 陕西科技大学
“学科交叉”背景下设计艺术类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实践与
创新

詹秦川、周　柯、时晓楠、
刘宗明、吉　平

７９ 陕西科技大学
厚基础重交叉、强应用促创新,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李　剑、白云霄、王　琦、
秦　毅、张洲平

８０ 陕西科技大学
地方行业 特 色 型 高 校 “三 链 五
维、链维协同”博士研究生招生
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吴鲁阳、李成龙、汪　钊、
王　博、吕　斌

８１ 西安科技大学
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双向驱动融
合模式构建及在化学化工创新人
才培养中的实践

刘向荣、谢　钢、张亚婷、
颜红侠、杨再文

８２ 西安科技大学
理工融合、认证驱动、学科专业
同频的测绘地理信息类专业人才
培养改革与实践

姚顽强、邱春霞、李朋飞、
汤伏全、张东海

８３ 西安科技大学
行业 牵 引、科 研 赋 能、内 外 共
驱:能源、安全领域研究生教育
模式探索与实践

翟小伟、王　凯、屈孟男、
赵　蕾、文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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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西安石油大学
立足 石 油、依 托 陕 西、面 向 西
北、服务全国的石油石化机械类
一流专业建设

窦益华、章娅菲、陈　兵、
郑　杰、万志国

８５ 西安石油大学
“三维聚焦、六位一体、四方协
同”行业院校研究生美育育人模
式的构建与实践

周鸣勇、陈军斌、李　涛、
方松林、王敬艳

８６ 延安大学
地方高校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卓
越医生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杨彦玲、韩继明、张正祥、
高　枫、刘晓龙

８７ 延安大学
“小红专”———大学生思政教育
方式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李　杨、刘　江、谭虎娃、
高布权、冯志宏

８８ 延安大学
地方高校生物科学专业 “双群多
元”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雷　忻、张向前、付　峰、
王秀康、陈国梁

８９ 延安大学
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 “三段十位
一体”实 践 教 学 模 式 的 构 建 与
实践

杜林渊、王保存、白中阳、
康　华、秦艳峰

９０ 延安大学
思政 铸 魂 学 科 融 合 多 维 并 举
———研究生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
的构建与实践

王文强、张玉琦、刘建华、
刘　鑫、张仲宁

９１ 西安工业大学
劳动教育融入机械类专业教育的
“赋劳予教 蕴劳于学”模式构建
与实践

王洪喜、刘军强、曹　蔚、
彭润玲、闫　莉

９２ 西安工业大学
特色引领,融合创新,共享保障
———兵工特色专业卓越人才培养
的研究与实践

郭永春、梁艳峰、高培虎、
王　辉、刘雪莲

９３ 西安工业大学
强化 创 新 能 力,锤 炼 兵 工 品 格
———材料类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
养改革与实践

陈　建、吕煜坤、李　炳、
高　巍、方频阳

９４ 西安工程大学
需求 导 向、厚 植 文 化、数 字 赋
能,复合型艺术类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与实践

马　冬、姒晓霞、丛红艳、
曹　敏、刘凯旋

９５ 西安工程大学
数智赋能、交叉融合,服装设计
高水平创新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构
建与实践

刘凯旋、邓咏梅、梁建芳、
刘　驰、周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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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西安外国语大学
新时代高校公共美育体系改革探
索与实践创新

李　杰、弓　淼、常　艳、
田　熠、曹应飞

９７ 西安外国语大学
数字赋能、价值驱动,商务英语
专业 OMO 融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与实践

卢　珊、吴耀武、刘军伟、
唐慧利、王晓明

９８ 西安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一体两
翼三维”融合模式构建与探索

黄建友、高晓瑜、范晨虹、
张　渤、曲　胜

９９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省高等继续教育学会

外语高校思政课 “讲好中国故事
为引领的三维融合”教学探索与
实践

吴耀武、高　岩、龙治刚、
张亲霞、葛轶蒙

１００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三环衔接与四体驱动:地方院校
教育硕士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实践

孙二军、冯　东、任凤芹、
马鹏媛、薛　璐

１０１ 西安外国语大学
“教考赛研”四元融通:金融硕
士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田　径、黄仁全、张　杨、
党晨鹭、李村璞

１０２ 西北政法大学
实战 导 向、虚 实 融 合、多 方 协
同:卓越侦查人才培养的创新与
实践

许　志、台治强、闫小军、
李　莉、胡德葳

１０３ 西北政法大学
新时代 “英语＋法律”复合型人
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窦　坤、桑元峰、陈　河、
孟　超、杨　华

１０４ 西安邮电大学
服务地方扎根,产教融通育人,
地方高校应用创新经管人才培养
模式构建与实践

苏锦旗、王瑞萍、楼旭明、
张　鸿、管玉娟

１０５ 西安邮电大学
重基础、强实践数字媒体艺术人
才创新能力培养 “三四五”新模
式探索与实践

刘　贲、屈　健、楼旭明、
闫兴亚、王　军

１０６ 西安邮电大学
两转化三融合———政产学研协同
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楼旭明、管玉娟、张　鸿、
苏锦旗、王瑞萍

１０７ 西安邮电大学
面向产业需求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三融合”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孙爱晶、张应辉、刘　颖、
甄　立、王耀伟

１０８ 陕西中医药大学
传创 并 举、四 维 融 合、贯 通 训
练,中药学专业课程实验教学模
式构建与实践

郭东艳、程江雪、张小飞、
崔春利、孙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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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 陕西中医药大学
“五术导向 五共课堂 五维同频”
医学基础课程群师生成长共同体
构建与实践

韩　曼、张　红、马　莉、
刘继平、牛　锐

１１０ 陕西中医药大学
价值 引 领、理 论 先 行、赋 能 成
长:护理专业社会实践模式构建
与实践

刘　芳、姚　洁、张雯昱、
林　洁、常凤娇

１１１ 陕西中医药大学
文化赋能、价值引领,中医药文
化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模式探索
和实践

窦红莉、吴永刚、李　隽、
张亚军、李　吉

１１２ 陕西中医药大学
科教融合、四维协同:中药学专
业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路径创新
与实践

卫培峰、高　峰、缪　峰、
李　敏、欧　莉

１１３ 陕西理工大学
数智课程＋区域资源 “双融合”:
地方高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
业改革与实践

艾桃桃、冯小明、李文虎、
唐　玲、于　琦

１１４ 陕西理工大学
地方高校化学专业 “三柱四梁顶
一点”人 才 培 养 模 式 的 探 索 与
实践

季晓晖、张　强、李少荣、
季建伟、刘存芳

１１５ 陕西理工大学
学训 融 通 赛 学 贯 通 校 地 联 通
———新时代卓越教师培养的探索
与实践

付兴林、艾桃桃、徐向阳、
赵佐平、袁书卷

１１６ 西安财经大学
“思政引领、五链协同、数智融
合”的会计学专业综合素养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贡晓军、陈淑芳、李　艳、
王　慧

１１７ 西安财经大学
“新技术＋”财务管理专业人才
“螺旋式”交互培养体系探索与
实践

徐　玮、王　晗、王一佼、
李　俊、栗玉忠

１１８ 西安财经大学
“校外实习实践＋校内创新创业”
双轮驱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
式的改革与探索

李佼瑞、张丽达、陈胜利、
卢　云、田志伟

１１９ 西安音乐学院
以点 带 面、两 极 发 轫、三 维 融
合:现代音乐人才创新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

冯　勇、强陆平、张　宁、
翟　阳、冯佳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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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西安音乐学院
“实践教学到基层,艺术服务走
边防”艺术思政育人体系的创新
与实践

张津波、张立杰、张　翾、
夏　婷、邢立珂

１２１ 西安音乐学院
新文科理念下艺术类高校音乐教
育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陈　卉、赵　岩、李小琪、
王　瑾、杨宝玲

１２２ 西安美术学院
开辟多元渠道,创新驱动模式:
艺术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
索与实践

周　靓、武小川、顾　萍、
石　村、钟国昌

１２３ 西安体育学院
能力为本、融合创新的体育竞赛
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谢宜轩、方　程、姜　健、
张　军、柴王军

１２４ 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艺术类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
设计改革探索与实践

杨占军、王　华、张　敏、
李　泽、李思菲

１２５ 西安体育学院
“五位一体”复合型体育硕士专
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刘耀荣、时　倩、刘远新、
张明军、杨淳宇

１２６ 西安医学院
“健康引领、面向社区、三维联
动”国家一流护理专业课程育人
模式改革与实践

宋　梅、刘　华、周小兰、
焦艳会、李雪萍

１２７ 西安医学院
“叙事赋能、德能双育”大健康
背景下卓越全科医学专业硕士培
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于照祥、黎耀东、朱红缨、
高　飞、舒　琼

１２８ 西安文理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生职业能力 “三三
三”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王雅荔、李　晶、闫成海、
耿飞飞、陶　琳

１２９ 宝鸡文理学院
创新 模 式、融 通 课 程、厚 植 资
源:双路径化学类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

胡登卫、王冬梅、冯海涛、
马　琳、杨美礼

１３０ 宝鸡文理学院
“案例示范,项目驱动”的地方
高校新工科机械硕士校企所协同
育人模式实践

袁格侠、李飞舟、王肖烨、
王　玮、郭　便

１３１ 渭南师范学院
厚植 情 怀,强 化 能 力,协 同 育
人:地方高师院校师范人才培养
模式构建与实践

孙宏恩、姜小卫、刘　鹏、
何小虎、贺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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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榆林学院
文化 传 承、非 遗 赋 能、身 心 发
展:大学体育 “五塑”育人体系
构建与实践

闫　强、刘　峰、杨静涛、
刘奋山、雷　娟

１３３
榆林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北大学

地方高校 “一聚焦、两并进、三
融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

吴喜军、高　芸、毕台飞、
王爱民、段义忠

１３４ 安康学院
两面向 三覆盖 四进阶:地方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谢安国、杨　曼、黄　娟、
刘　铁、李　勇

１３５ 商洛学院
“三重三强三突出”构建应用型
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探索与
实践

梁旭华、王新军、张向东、
程　敏、王学军

１３６ 西安航空学院
课程 重 构、模 式 创 新、校 地 协
同:材料类专业本科人才实践教
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谢　辉、李　兆、于方丽、
王栓强、曹　静

１３７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能力为本  梯次进阶  资源筑
能:小学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与实践

高　洁、李明军、吕银芳、
潘炳超、王碧梅

１３８ 西安翻译学院
思政铸魂 文化固本 专业强能培
养具有家国情怀应用型外语人才
的探索与实践

秦晓梅、崔智林、孟贤军、
杨学兵、李庆明

１３９ 西安外事学院
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学院＋书院育
管教服一体化学生核心素养培养
体系构建与实践

黄　藤、雷西合、黄昶力、
潘　君、张周志

１４０ 西安欧亚学院
地方高校金融学专业 “１３３１”创
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
实践

葛联迎、申雅琛、刘　燕、
贺毅岳、周德慧

１４１ 西安欧亚学院
课改 牵 引 资 源 整 合 文 化 浸 润
———应用型高校通识写作能力提
升模式构建与实践

卢卓元、黄　鑫、侯艺璇、
彭　博、郭海玲

１４２ 西京学院
基于产教融合的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探索
与实践

黄文准、任　芳、褚　鹏、
孔令云、蔺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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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三结合 五赋能”理念指导下应
用型高校双创实践育人体系构建
与实践

赵　超、王文博、李春苗、
陈军科、蔡代平

１４４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价值引领、四位一体服装艺术类
一流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
实践

吕　超、唐学学、时晓楠、
杨红强、骞海青

１４５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思政引领专业融合课程重构实
践赋能”服务轨道交通土建类人
才培养体系创新

张科强、梁腾飞、杨瑞娟、
杨彦柱、曹　宁

１４６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应用型大学土木专业 “４４３１”人
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王　莉、裴巧玲、王婉莹、
惠宽堂

１４７ 空军军医大学
新医科人才培养视域下一体两翼
三融合的化学教学体系创新与
实践

何　炜、张生勇、王海波、
冀　楠、李明华

１４８ 空军军医大学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眼科临床
医学卓越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的
构建与实践

韩　静、马　楠、李养军、
张　婕、宁小娜

１４９ 空军军医大学
“多师共导、四临共育”医学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建与
实践

张红梅、王筱雯、秦卫军、
李沂泽、张伟东

１５０ 空军军医大学
医工交叉、军地协同、心血管病
高层次学术型研究生４T 培养体
系的构建与实践

李　妍、牛晓琳、张明明、
郭万刚、贺健康

１５１ 火箭军工程大学
“需求牵引、全程多元、学研合
一”的军校大学数学教学模式改
革与实践

李应岐、方晓峰、王　静、
张　辉、郑丽娜

１５２ 火箭军工程大学
面向实战,培养火箭军侦测人才
的探索与实践

李夕海、王艺婷、刘志刚、
高　晶、金　伟

１５３ 火箭军工程大学
新时代军队院校内部教学评价体
系探索与实践

罗庆学、黄　华、孙文浩、
毕义明、李亚奇

１５４ 火箭军工程大学
面向高层次人才培养的 “三位三
维三元”智 慧 教 学 体 系 创 新 与
实践

何　鸣、马晨光、刘延飞、
董博、王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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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 火箭军工程大学
军民融合背景下军队院校研究生
教学力量培养体系建设探索实践

何　兵、张训立、常　燕、
沈　涛、杨祯龙

１５６ 空军工程大学
聚焦 实 战,瞄 准 实 岗,紧 贴 实
装,着力推进导弹装备课程教学
模式改革与实践

吴建峰、朱金凯、叶继坤、
张惠媛、李小兵

１５７ 空军工程大学
军队 “机场建设技术与指挥”专
业深化指技融合转型研究与实践

赵德辉、许　巍、种小雷、
谭万鹏、苏立海

１５８ 空军工程大学
着眼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培养的

XXXX一 体 化 训 练 平 台 建 设 与
实践

田海林、李　森、孙智勇、
周　峰、程小震

１５９ 空军工程大学
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建设中院校科
研为教转化模式创新与实践

肖　宇、齐丁丁、刘小龙、
刘志杰、张　磊

１６０ 武警工程大学
大数据环境下武警反恐怖行动课
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陈卫东、林振国、崔翛龙、
袁浩荣、朱　涛

１６１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南京中兴信雅达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产业发展引导的高职ICT人
才 “五维融通、阶梯成长”培养
模式创新与实践

陈高锋、冯春卫、熊　刚、
陈　阳、康　晋

１６２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
发展有限公司

耕读铸魂 数智赋能 多元互融:
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
“杨凌样本”

郑爱泉、杨　波、周　磊、
刘颖沙、张英杰

１６３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现代化工产业,高职应用化
工技术专业 “数智化”升级改造
与实践

王化冰、尚　华、刘　迪、
纪惠军、李　扬

１６４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
提高计划执行办公室

国家项目引领 三类平台融通 高
等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建设与
实践

乌军锋、贾严鹏、路　程、
杨延波、杨伟樱

１６５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航天科技六院
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

“四微式融入、双螺旋提升”数
控技术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

李晓鹏、梁晓哲、刘艳申、
段文洁、陶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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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共青团西安市委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高职院校深化 “三全育人”改革
推进 “大思政课”建设的创新与
实践

刘晓麒、雷彦沛、段东旭、
刘薛薇、陆　訸

１６７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价值聚合、精准融合、多元整
合”高职英语 “三教”改革创新
与实践

钱允凤、张德增、周小娟、
阮　宇、王　薇

１６８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对接产业需求,深化 “三教”改
革:材料工程技术专业课程教学
改革与实践

李文杰、周娟利、王温栋、
惠媛媛、耿　佩

１６９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一览科技有限公司

四练递进 数字迭代 多元耦合:
高职财务会计类专业建设的创新
与实践

常　茹、刘　军、程书强、
井洁琳、黄　敏

１７０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西北大学陕商文化研究中心
陕西省空港综合保税区

投资有限公司

思政引领 文化强基 数创赋能:
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营销人才的
探索与实践

董　媛、刘　昙、席　瑶、
吴红阳、张晓妮

１７１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

“忠博武毅”领航、四大载体浸
润:军工背景高职院校文化育人
体系构建与实践

杨　聪、吴　娟、管　阳、
陈小刚、陈正权

１７２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北方光电科技防务

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第二一二研究所

铸师魂强师能优师评:兵器
高端制造工匠之师培育体系的创
新实践

王新海、张永军、沈　博、
张晨亮、孙永芳

１７３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京东信成供应链

科技有限公司

政校企共育 专思创互融———高职
院校现代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创新与实践

苏金玲、杨若昕、刘海斌、
冯冀岩、张海妮

１７４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岗位牵引 德技创融通 四化协同:
高职道桥专业课程的数字化改革
与实践

郭红兵、赵亚兰、李晶晶、
黄　娟、王真真

１７５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彬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

一线三建双循环三阶四融五强化
煤矿信息类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
系探索与实践

李炜怿、贾永军、李　智、
包乌云毕力格、刘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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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１７６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中医药大学
西安外事学院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医学技术类高职 “仁和精诚 匠心
医者”文 化 育 人 模 式 的 创 建 与
实践

李　蕊、张淑娟、李亚军、
宋虎杰、李战权

１７７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中车西安车辆有限公司

“四融、四阶、四驱”提升铁道
养路机械应用技术人才培养质量
的改革与实践

南黄河、陈永峰、薛振华、
徐立青、孙珂琪

１７８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校共建共管共育 铁路类
高职院校境外办学模式创新与
实践

郝付军、李兵方、王云波、
邵　健、周荣亚

１７９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双名引领 资源集成 场练协同: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 “三教”改革
创新与实践

张福荣、刘　舜、柳新强、
梅　泽、徐　欢

１８０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职工培训基地
西咸新区轨道交通
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理念引领体系筑基评价导向:铁
路高职院校 “工匠之师”培养路
径的创新与实践

安学武、王旭波、王　伟、
高瑞佳、罗　想

１８１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运输部

标准引领 匠师协同 数字赋能: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建设的创
新与实践

刘新强、徐小勇、刘广武、
闵丽平、薛青娜

１８２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高铁基础设施段

三专三融强技,共享 “天窗”训
能:高铁综合维修人才培养的创
新与实践

王军龙、张　军、林　楠、
冷　鑫、邓　洁

１８３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陕西省公安厅刑侦局
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战教研”深
融互驱的公安技术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与实践

王　刚、牛　耕、薛　莹、
张　倩、白　冰

１８４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超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时代高职高水平教师 “数智赋
能、分类 分 层”培 养 的 探 索 与
实践

冯　华、杨新宇、王校伟、
李　燕、蒋　绪

１８５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第五十五所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校企协同 五融五共———高职计算
机类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创
新与实践

张卫婷、屈　毅、李　焕、
任加维、魏　娇

-- 39



省政府公报 2024·21 省政府文件

序号 学校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１８６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西安金月汇健康产业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智慧医疗背景下高职 “校企协同
四段五级”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刘媛媛、杨丽华、王赞丽、
任红丽、崔　蕊

１８７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渭南市中心医院

陕西利君现代中药有限公司

“厚基固本、精技强能、德技融
通”培养高职中医药类专业人才
的创新与实践

刘丽宁、张　儒、雷蒙蒙、
张晶晶、李晓乾

１８８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汉中市中心医院

汉中市汉台区褒国康乐
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五需导向、标准贯穿、育训并
举”高素质康养人才培养的创新
与实践

霍枚玫、刘义成、马春丽、
刘少华、吴肖晓

１８９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风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壹控智飞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蟠龙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园中校 校中企”职教新生态:
中国特色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与实践

伊逊智、张　克、白娟娟、
冯秋佳、白　苗

１９０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
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

三聚焦 四协同 五对接 六融入:
地方高职能化类专业人才培养的
神木实践

艾　国、李建法、刘文伟、
尚秀全、白　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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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陕西省用能预算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陕发改环资〔2024〕374号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杨凌示范区发展改革局、韩城市发展改革委，省节能中心，各重点用能

单位：

按照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务院《“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陕西省碳达峰实施方案》、《陕西

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为确保完成全省“十四五”能耗双控

目标任务，省发展改革委研究制定了《陕西省用能预算管理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2024年度用能预算汇总表请于3月31日前报省发展改革委 （环资处）。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3月6日

陕西省用能预算管理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能耗双控的决策部署，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绿色转型，确保完成全省“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根据国

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务院《“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陕西省碳达峰实施方案》、《陕西省“十四

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现就我省重点行业企业开展用能预算管理制定

如下实施方案。

一、用能预算管理范围

钢铁（31，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下同）、有色（32）、建材（30）、石化（25）、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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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26）、造纸 （22）、纺织 （17） 等工业重点领域行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

（全口径）及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电力行业按照电力调度办法执行，不纳入用能预算管理）。

二、用能预算管理原则

综合考虑企业单位产品能效水平、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等因素，确定重点行业企业年度用

能预算指标。原料用能不纳入用能预算管理，不计入企业用能预算基准值，可再生能源绿色电

力（以绿证为准）不占用年度用能预算指标。

（一） 用能预算基准值的确定

1．存量企业：指2020年底前建成投产入统的相关行业重点用能企业。可依据节能主管部

门审核后的企业2020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不含原料用能）确定用能预算基准值（2020年

生产不正常的，取前3年能源消费总量平均值；前3年生产不正常的，取前5年能源消费总量

平均值）。如用能预算基准值超出行业基准水平（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合法产能产量）或节

能审查批复确定的用能量的，由省、市级节能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确定。

2．新增企业：指“十四五”期间建成投产入统的企业。可依据节能审查批复或节能验收

确定的用能量（不含原料用能）为用能预算基准值。对实施能耗替代的项目，应在投产前足额

落实能耗替代指标，未足额落实能耗替代指标的，扣减相应用能预算基准值。新增企业用能预

算基准值有效期限为5年，第6年起，转为按存量企业核定基准值。

（二） 年度用能预算指标确定

企业年度用能预算指标=用能预算基准值×（单位产品能效水平系数+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强

度系数）。单位产品能效水平系数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强度系数加和大于1的，系数之和取值1。

1．单位产品能效水平系数的确定

（1）单位产品能效水平系数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

平和基准水平（2023年版）》（发改产业〔2023〕723号）明确的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确定（后

续国家有新的能效要求的，按照新要求执行），达到基准水平的，能效水平系数取0.5×（标杆水

平值/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对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在改造升级时限内系数暂定0.3×（基准水

平值/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超过改造时限后不得用能；对于未按照规定按期完成能效认定工作的

企业，能效水平系数暂定0.2，待完成认定后的下一年度按照认定结果重新确定能效水平系数。

对属于国家或我省产业结构指导目录中明确的淘汰类项目，淘汰期限前能效水平系数暂定

0.2；超过国家或我省明确的淘汰期限的停止用能；对未标明淘汰期限或淘汰计划的淘汰类项

目，立即停止用能。对淘汰落后产能停止用能后不予配置用能预算，腾出能耗空间纳入政府能

耗余量指标管理。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以省发展改革委复核确认的企业年度能效水平为准。

（2）对国家未发布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的行业，依据国家现行能耗限额标准确定能效

水平系数，单位产品能耗达到先进值的，能效水平系数取0.5；达到准入值的取0.4；达到限定值

的取0.3；对能效低于限定值的，在改造升级时限内系数暂定0.2，不能按期完成改造的，停止用

能。单位产品能耗水平以上一年度节能监察结果或节能审查、节能验收确认的能耗水平为准。

（3）没有能耗标准的，对标行业、团体标准或同类型项目能效水平进行评价，确定能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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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系数。

（4）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能效水平系数取各产品系数的加权平均值。

2．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强度系数的确定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强度系数，根据上一年度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全口径，含原料

用能）与全省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全口径）比值确定，比值在1（含）以下的，系数取

0.5；比值在 1—2 （含） 的，系数取 0.45；比值在 2—3 （含） 的，系数取 0.4；比值在 3—6

（含）的，系数取0.35；比值大于6的，系数取0.3。

企业工业增加值按生产法计算，综合能源消费量按当量值计算。

（三） 重点用能单位电力消费中绿电 （以绿证为准） 最低占比要求

强化重点用能单位绿电使用刚性约束，2024年起，纳入省级重点用能单位名单的用能单位

年绿电 （以绿证为准） 使用占比须达到全部用电量的30%以上；硅铁、电石、电解铝、多晶

硅、工业硅、数据中心等用电量大的行业用能单位年绿电（以绿证为准）使用占比须达到全部

用电量的60%以上。

三、用能预算执行

（一）重点用能企业每年2月20日前，向市（区）发展改革部门报送年度《能源利用状况

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各市（区）发展改革部门于3月底前，确定企业用能预算基准值（有

效期为5年）及年度用能预算指标，进行公示，并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

公示期间企业如有异议，以书面形式向市（区）发展改革部门提交复核申请，市（区）发

展改革部门应及时将复核结果告知企业。仍有异议的，企业可向省发展改革委申请再核。审核

方式由省、市自行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

（二）重点企业应根据年度用能预算指标，制定实施方案，有序用能。

（三）各市（区）要加强对企业用能预算执行情况的监测，依托全省能耗在线监测平台，

对企业用能实行月监测、季预警、年结算。对超出年度用能预算的企业，可通过用能权交易、

购买绿电（以绿证为准）等方式满足用能需求；对超预算但未按以上方式满足用能需要的，对

应扣减下年度用能预算指标。

（四）省发展改革委将对各市（区）用能预算管理情况进行评价考核。各市（区）对用能

预算指标控制良好的企业，可视情予以表彰奖励。

四、加强组织领导

各市（区）发展改革部门要高度重视用能预算管理，编制本地区年度重点行业企业用能预

算分配方案，按时报送重点企业用能预算汇总表（见附件），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有关文

件精神，推动各项节能管控措施落到实处，确保重点企业合理用能、有序用能。

附件：用能预算汇总表（略）

注：查阅或下载附件请登录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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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政府人事任免

省政府2024年10月10日决定，任命：

赵鹏为陕西省财政厅副厅长。

省政府2024年10月10日决定，任命：

李涛为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伍石生为陕西省公路局局长。

省政府2024年10月10日决定，任命：

李虎平为陕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

省政府2024年10月10日决定，任命：

张全虎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省政府2024年10月17日决定，免去：

孙杰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省政府2024年10月17日决定，免去：

杨辽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职务。

省政府2024年10月17日研究，同意：

谢辉不再担任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职务。

请按有关规定办理。

省政府2024年10月17日研究，同意：

唐诗峰不再担任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请按有关规定办理。

省政府2024年10月17日决定，免去：

范育琳延安大学总会计师职务。

省政府2024年10月17日决定，免去：

刘卜西安工业大学副校长职务。

省政府2024年10月17日决定，免去：

吴旺延西安财经大学副校长职务。

省政府2024年10月17日决定，任命：

韩文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主任。

省政府2024年10月17日决定，任命：

马骐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免去：

韩宏琪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

省政府2024年10月18日决定，任命：

马骐为陕西省信访局局长。

免去：

韩宏琪陕西省信访局局长职务。

省政府2024年10月17日决定，免去：

范海龙陕西省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

职务。

（陕政任字〔2024〕188-2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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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9月份全省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生产总值 （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工业增加值

#制造业增加值

非公有制增加值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指标名称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投资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民间投资

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 消费品零售额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上年同期=10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上年同期=10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亿元）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亿元）

1-9月

24781.13

1244.32

11988.84

11547.97

10129.90

4381.77

12398.63

8132.96

25653

35669

13576

1-9月

_

_

_

_

_

_

_

100.0

96.8

2517.53

5326.28

70207.04

57469.43

增长%

4.6

3.1

6.0

3.6

6.8

4.3

_

4.4

5.6

4.8

7.1

增长%

7.5

3.7

12.0

-18.7

7.3

4.3

16.6

0.0

-3.2

2.2

0.6

6.56

8.28

占GDP比重（%）

—

5.0

48.4

46.6

40.9

17.7

50.0

_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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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省委书记赵一

德、省长赵刚参加我省在西

安市新城广场隆重举行的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升国旗仪式。

△1 日，省委书记赵一

德、省长赵刚会见“人民医

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路生梅。

△8日，省委书记赵一德与紫光股份董事

长、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一

行座谈，常务副省长王晓参加。

△ 8 日，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陕西省

2024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会议并讲话。

△9日，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全省公共资

源交易工作推进会并讲话。

△8—10日，省长赵刚到西藏自治区看望

慰问我省援藏干部。在拉萨期间，会见西藏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与西藏自治区主席

严金海座谈。

△10日，省长赵刚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党

委副书记、行长刘珺一行，副省长李钧参加。

△10日，副省长徐明非出席西安体育学

院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

△10日，副省长李钧主持召开2024年第

六期政企恳谈会。

△11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到西安咸阳国

际机场调研项目建设和机场运营工作，副省

长李钧参加。

△11日，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来陕出席

第五届海峡两岸 （陕西） 经贸科技合作大会

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

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一行，副省长徐明非参加。

△11日，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

会议。

△11 日，省长赵刚主

持召开省政府第 34 次常务

会议。

△11 日，省长赵刚主

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 学 习 （扩 大） 会 议 并

讲话。

△11日，副省长徐明非在西安市看望慰

问老年人和老龄工作者；出席第二届西安国

际养老产业博览会开幕式。

△12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第五届海

峡两岸 （陕西） 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开幕式，

省长赵刚致辞，副省长徐明非、陈春江出席。

△12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第十届丝

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开幕式，省长赵刚致辞，

副省长徐明非主持。

△12日，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一行座谈。

△12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全省国资

国企高质量发展大会并讲话，省长赵刚主持，

副省长李钧就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作说明。

△12日，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召开省委

专题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中央一揽子增量政

策工作，省长赵刚、常务副省长王晓和副省

长陈春江、李钧出席。

△12日，省长赵刚会见来陕出席第十届

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匈牙利驻华大使白思

谛一行。

△13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陕西师范

大学建校80周年创新发展大会并致辞，省长

赵刚、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

2024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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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全省公安

工作会议并讲话，省长赵刚主持，副省长戴

彬彬参加。

△14日，省长赵刚到西北有色金属研究

院调研。

△14 日，常务副省长王晓检查陕西省

2024职业技能大赛筹备工作。

△14日，副省长李钧出席2024年世界标

准日主题活动并致辞。

△15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一带一

路”国际智库合作论坛暨第二届丝绸之路

（西安） 国际传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省长赵

刚主持。

△15日，省长赵刚会见中国航空油料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申兆军一行。

△16日，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对

陕西省 2024职业技能大赛作出批示，常务副

省长王晓出席开幕式。

△17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在榆林市出席

我省 2024年四季度重点项目开工活动并宣布

开工令，省长赵刚主持，常务副省长王晓、

副省长李钧出席。

△14—1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彭清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陕开

展企业国有资产法执法检查并召开座谈会，

副省长李钧参加。

△18日，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全省稳增

长推进会暨县 （市、区） 委书记工作交流会

并讲话，省长赵刚部署高质量项目建设工作。

△18日，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

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刘国跃一行座谈，常务

副省长王晓参加。

△18日，副省长戴彬彬主持召开省公安

厅党委扩大会议并讲话。

△18日，副省长徐明非主持民革西北五

省 （区） 协作工作机制第一次全体会议。

△18日，省长赵刚会见中东欧国家高级

别官员代表团。

△19日，副省长徐明非出席第十届丝绸

之路国际艺术节——今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

邀请展开幕式。

△20日，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 35

次常务会议。

△21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省委外事

工作会议并讲话，省长赵刚主持，副省长陈

春江出席。

△21日，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

会议。

△21日，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 36

次常务会议。

△22日，省长赵刚主持召开房地产企业

座谈会，副省长陈春江、李钧出席。

△22日，副省长窦敬丽到杨凌示范区检

查第三十一届农高会筹备工作。

△22日，副省长徐明非到渭南市调研民

政工作。

△23日，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我省光子

产业创新发展座谈会并讲话，常务副省长王

晓参加。

△23日，副省长窦敬丽出席省政府妇女

儿童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惠企赋能 助力发

展”女企业家代表政企恳谈对接会并讲话。

△23日，副省长陈春江在西安调研高铁

项目建设工作。

△24日，常务副省长王晓先后主持全省

稳增长工作调度会、全省数字经济发展联席

-- 47



省政府公报 2024·21 政务活动

会议并讲话。

△24日，副省长李钧主持全省金融工作

季度例会并讲话。

△25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出席以

“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的第 31

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开幕式

并讲话，省委书记赵一德致辞，省长赵刚主

持，常务副省长王晓、副省长窦敬丽出席。

△25日，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参

观第 31 届杨凌农高会我省特色现代农业展，

常务副省长王晓、副省长窦敬丽参加。

△25日，省长赵刚出席2024上海合作组

织现代农业发展圆桌会议并致辞，副省长窦

敬丽介绍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智慧农业与可持

续农业发展现状及应用前景。

△25日，省长赵刚出席以“政策性金融

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支持杨凌示范区高质量发展专场活动，

副省长窦敬丽致辞。

△25日，副省长窦敬丽出席第31届杨凌

农高会巴基斯坦国家馆开馆仪式。

△25日，副省长李钧出席第十八届杨凌

国际农业科技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6日，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省委常委

会 （扩大） 会议暨市 （区） 委书记工作汇报

会并讲话，省长赵刚安排四季度经济工作。

△26日，副省长窦敬丽出席“千万工程”

引领乡村振兴对接交流活动并致辞；出席第

31届中国杨凌农高会全球推介会暨农高会集

中签约活动。

△27日，副省长窦敬丽、陈春江参观第

31届杨凌农高会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展、国际

农业交流合作展、农耕文化展和智慧农机装

备展。

△28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在京出席我省

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作座谈会并讲话，省长

赵刚出席，常务副省长王晓参加。

△28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在京出席我省

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工作座谈会并讲话，省

长赵刚出席，常务副省长王晓、副省长窦敬

丽参加。

△28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在京出席我省

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座谈会并

讲话，省长赵刚出席，常务副省长王晓、副

省长陈春江参加。

△28日，省长赵刚会见俄罗斯奔萨州州

长梅利尼琴科一行。

△29日，副省长陈春江主持召开我省国

家级经开区座谈会并讲话。

△29日，副省长陈春江、李钧出席全省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和保交房工作推进

会议并讲话。

△30日，副省长陈春江出席中国 （陕西

省） ——俄罗斯 （奔萨州） 经贸合作对接会

并致辞。

△30—31 日，副省长徐明非到商洛市调

研督导扩投资稳增长工作。

△31日，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省人大常

委会召开的安全生产法和省安全生产条例执

法检查汇报会并汇报工作情况；到咸阳市督

导检查稳增长等工作。

△31日，副省长戴彬彬到铜川市调研稳

增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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