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进，男，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从教以来，他一直
潜心教研，成果丰硕，为经管学院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
带领下，经管学院新增横向项目17项、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
1项，获批陕西省能源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和西北地
区农村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作为应用经济学带头人，他指导经管
学院成功申报全国联考MBA学位点，经济学专业新增为省级一流
专业，工商管理专业通过省级一流专业的审核评估，应用经济学学位
点在2020年度教育部组织的合格评估中获“优秀”等级。为营造良
好学术氛围，他组织经管学院举办了百年问道经管之“青年博士论
坛”“杰出校友论坛”“资深教授论坛”等系列论坛，举办了“2020年度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工作会议”“陕西MBA学院第二届学术年会
暨经验交流会议”和“第二届乡村发展论坛”等国内会议3次。

林金水，男，1983年6月生，福建省漳州人，中共党员，微生物学理学博
士，延安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主要从事病原细菌致病与耐药机制
的基础研究以及新型抗菌药物和活性功能菌株筛选方面的应用研究，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各级科研项目10余项，在铜绿假单胞菌
中鉴定了多个与其致病和耐药相关的新基因并发现了两个新的金属离子
摄取系统，在酸枣果中发现了新型的抗生素增效剂，以这些工作为核心的
科研成果“微生物主动运输新机制”曾被中国微生物学会推荐为2017年度

“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候选项目，上述相关研究成果以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6项，参与出版中英文学术专著各1部。作为PI指导本科
生获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iGEM）银奖1项。2017年入选陕西省普通高
校首批“青年杰出人才”，2020年入选陕西省“特支计划”区域发展人才。

宋延彬，男，1974年11月出生，现为延安大学

附属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业务副院长。在心脑血

管病医院工作期间，他带领医院创建了延安大学

附属医院国家高级卒中中心，国家胸痛中心、心衰

中心、高血压达标中心、房颤中心、心脏康复中心；

创建了2个省级重点专科；目前主持2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1项博士后基金，1项陕西省科技攻关项

目，担任延安市CTRP3保护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创新团队带头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文章7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5分的2篇，中文

核心期刊15篇。

延安市第一批“圣地英才”人选展登
圣地名家工程人才项目人选（二）

2022年2月17日 星期四
专题

责任编辑/王强 视觉/杨红亚 组版/景小燕 校对/尉丹

8

社址：延安市南大街 27 号 邮政编码：716000 报纸管理部电话：8216298 传真：8216222 发行热线：8216261 广告热线：8226222 广告经营许可证：延工商广字 6126004000001 号 全年订价：430 00 元 延安融媒印务有限公司印 业务电话：8216292

刘涛，男，现任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

一病区主任。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

目 1项，目前承担省市级研究项目 6项。发表论文

近 30篇，其中核心期刊 10余篇。先后参加了第

七、八、十届全国耳鼻咽喉年会以及中华医学会耳

鼻咽喉科分会组织学术会议。在咽喉部、鼻部及

耳部等手术方面均有较高造诣，尤其在鼾症的手

术治疗、咽喉部肿瘤的切除及修复、中耳炎乳突根

治鼓室成形、鼻内窥镜下鼻窦炎鼻息肉手术、气管

及食道异物取出方面较为突出。特别是 2005年
博士毕业后，他大胆引进新技术、开展了许多新业

务，其中鼻内镜下脑脊液鼻漏修补术、垂体瘤摘除

术、视神经管减压术、声带外移固定术、茎突截短

术、脂肪栓移植鼓膜成形术、人工听小骨植入听骨

链重建术、颞颈联合入路颞骨次全切、中耳癌根治

术及部分侧颅底手术等填补了延安市乃至陕北地

区的空白。

王秀康，男，1983年 6月出生，陕西安康人，

中国科学院大学土壤学博士（后），延安大学教

授。他主要从事土壤生态学、植物营养与肥料学、

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的基础及应用研究，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陕西省教育

厅自然科学专项基金等7项，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 2项，参与完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十二五课

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5项。第一作

者先后《Advances in Agronomy》《Scientific Re⁃
ports》《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Pakistan
Journal of Botany》《Plos One》《Taiwan Water
Conservancy》《中国农业科学》《农业机械学报》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科研

论文 20余篇，其中被 SCI/EI收录 15篇；以第一完

成人获得延安大学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陕西

省第十三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 1项；

2017年被遴选为“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2018
年入选陕西省“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付峰，男，1970年出生，陕西府谷人，现为延安
大学化工学院教授。他带领研究团队主要从事煤/
石油/天然气和盐等资源高效转化与清洁综合利用
技术开发、储能与环境催化技术研发、精细化工新
材料创制等领域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子项目、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创新重点计划、企业重
大横向等项目 12项；主编出版《能源化工工艺学》
《化工设计与技术经济》著作2部；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14项，转化应用2项；先后获湖北省、陕西省科学
技术奖等奖励9项。研发团队开发的“低阶粘结性
煤热解资源化利用技术开发与工程化示范”工艺技
术，设计了低阶煤分级分质洁净高效利用工艺、开发
了新工艺和热解装备，解决了半焦粉粘结、煤焦油粉
尘难以分离、煤焦油、煤气产率及品质低等产业技术
难题，经陕西省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行业
技术鉴定为国际领先。研发的储能电池新材料实现
了多项新突破，正在与合作企业开展中试放大试
验。开发的水凝胶新材料制备专利技术，通过了多
项技术鉴定，已实现了工业化转化应用。

白占涛，1971年8月出生，陕西安塞人，现为延
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三级教授、多肽资源药物研究
中心/陕西省区域生物资源保育与利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他创建生物学和生物与医药2个一级学
科,获批延安首个省级重点科技创新团队。他从事神
经肿瘤免疫与发育相关离子通道与靶向多肽药物筛
制研究，发现系列显具应用前景的蝎多肽分子探针，
创建蝎子生态山养模式，在陕西延安榆林、山西柳林
永和、河北衡水阜城等地市示范推广，助力蝎与蝎毒
相关生物农业、生物医药、生物保健等产业转化。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科研项目，发表系
列国际SCI论文和国家专利。他曾获陕西青年科技
奖、陕西省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宝钢优秀教
师、资源药物研究与利用省级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
陕西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兼任中国细胞生
物学会理事、中国毒理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神经
科学学会分会委员，在延安组织承办系列国际国内
学术会议。他还创建了延安红色筑梦博士创业联盟
并任首届会长，引领博士科技服务团，扎根延安、奉
献延安、筑梦延安、创业延安。

郝刚领，男，200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固体
物理研究所，获凝聚态物理博士学位，现为延安
大学“特种金属功能材料科学与技术创新团队”
带头人，“物理学”一级硕士点学科带头人。他主
持包括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科研项目
12项，发表 SCI/EI收录论文 54篇，成果获得包括
陕西省延安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在内的各级奖
励 6项，申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项。在超塑性
合金钢方面，他针对航天器地外天体软着陆用关
键卡脖子材料需求，通过调控材料孪生变形机制，
研发出一种高吸能合金，关键技术指标国内领先；
在超轻泡沫金属材料方面，成功制备出了孔隙率
和孔径可分别在 85%~95%及 0.8~3.5mm范围内
可调的开孔泡沫金属试样，其结构均匀性可达到
美国DUOCELL水平；开发出一种“均混—压制—
脱溶—烧结”四阶段粉末冶金技术制备通孔型、结
构可控、普遍使用的超轻泡沫金属材料制备技术，
整体研究水平国内领先；在内耗与固体缺陷方面，
首次提出采用内耗技术动态探测和跟踪粉末冶金
烧结过程中物相和微观结构的变化，为烧结参数
的选择、产品性能的优化提供实验支撑。

李红梅，女，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医生。从事妇
产科工作35年来，以“医者仁心”的态度扎根老区，
接生婴儿万余名，亲自做手术数千台。以她的善良
和热情，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回到延安的第
一个医学博士，她十分注重学科的发展、科室内涵
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几年里使
延大附院产科成为陕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
强的产科疾病诊疗和孕产妇分娩中心，承担了本地
区产科各种急、危重症病人的诊治，每年收治危重
孕产妇近千例。她主持和参与完成各级各类科研
课题 20余项，发表论文 80余篇。作为延安市妇产
科专委会的主委和孕产妇急救小组的组长，她经常
到基层医院会诊、义诊、手术，组织疑难重症病例的
讨论、进行业务培训，走遍了延安市十三个县区的
二十多家助产机构，使延安市孕产妇死亡率有明显
降低，2019年全年孕产妇零死亡率，这是延安历史
上的第一次，在全国也不多见。多年来，她下基层，
上学校，走厂矿，跑农村，给广大妇女进行了上百场
妇女保健知识科普讲座，用爱心和汗水，谱写了一
曲为老区人民“爱的奉献”，在一次次迎接新生命降
临的过程中，赢得了老百姓良好的口碑。

王东维，男，1969年 12月出生，陕西绥德人，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他长期从事中

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项、教育部重点人

文社科项目 1项，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延安市社

科重点项目等多项；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党的文献》《思想理论教育》等报刊发表《延安时

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外

国人看中共：延安时期的党群关系》等论文九十

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

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先后获陕西省人民政

府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一等、二等奖各一项；

获陕西省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思想研究会、陕甘

宁根据地史研究会、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开发的课程“习近平在

梁家河的为民情怀与实干担当”入选陕西省委组

织部、延安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培训精品课程。

雷忻，女，现为延安大学教师、全国高校首批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延安大学生态环境创新团队”核
心成员。工作29年来，她默默坚守在高校教学科研
第一线，先后讲授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 10余门，主
讲的《遗传学》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陕西
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主持和参与完成了4门省、校
级精品课程和教改项目，获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
等奖、延安大学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和一等奖，获
延安大学第四届“教授风采”讲课比赛一等奖。指
导本科生60人、硕士研究生17名，多人论文被评为优
秀论文。指导20余名本科生开展国家、省、校级大学
生创新项目研究、参加国家和省级大学生生命科学竞
赛并获奖，先后获全国模范教师、宝钢优秀教师等荣
誉称号。立足陕北，长期从事延安水环境污染的生态
毒性效应及其修复方面的研究，先后承担国家级、省
级、地厅级等科研项目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
篇。连续3年参加全国“三区”科技人才服务地方项
目，对延安养殖业农民合作社以及贫困村进行技术指
导，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持和智力
服务。先后被评为“延安市十大科技创新人物”、延安
市“三八红旗手”、延安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