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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明，男，延安大学教授，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
中心-陕北低阶煤高效清洁利用协同创新中心牵头人，
陕西省化学反应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先后主持参
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陕西省科技厅等各类项目30
余项。针对陕北挥发分高、煤焦油含量高的低阶粘结
性煤的特性，开发适宜的热解提质技术，研究温和催化
热解过程的基本规律和关键技术，探索低阶煤分级分
质清洁利用的技术方法，开发了相应的工艺路线和热
解炉，为解决半焦粉粘结、煤焦油粉尘难分离、煤焦油
与煤气产率及品质低等产业技术难题提供了重要参
考。聚焦能源清洁利用与多相催化技术，以光催化为
研究手段，开展了多相催化治理有机污染物、燃油清洁
脱硫、光催化固氮、光催化产氢和光催化二氧化碳还原
等工作，研究基于绿色光驱动的环境催化治理、超低硫
燃料与高附加值化学品制备的基本理论与技术，为环
境污染控制、基础化工原料及资源可持续发展与利用
提供经济绿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先后在主流期刊发
表论文50余篇；3篇入选ESI高被引论文，4篇入选ESI
热点论文；出版著作3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件。

孙宏亮，陕西宜川人，文学博士，现为延安大学
文学院教授。他长期从事陕北民间文艺与明清说唱
文学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项、重大项目子课题 1项、省级项目 3项，足迹遍布
陕北各县区，采访民间艺人 230人次，采录陕北说书
传统曲目 160本，记录、整理书词 600多万字，出版专
著 4部、编著 6部，发表论文 30余篇。其中，“民俗文
艺学视野下的陕北盲说书人研究”实现了陕北说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零的突破；专著《陕北说书研究》
《黄土高原上的荷马：陕北盲说书人研究》，在全面梳
理陕北说书渊源和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借鉴民俗学
理论方法，对陕北说书口头艺术表演做了富有当代
学术视野的理论阐释，极大地推动了陕北民间文艺
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范式的转变。2007年至今，连续
15年开设《陕北说书》选修课，将陕北说书纳入高等
教育课程体系，先后为 60个教学班约 3000名大学生
讲授陕北说书，为传承和弘扬陕北说书非物质文化
遗产作出了突出贡献。

屈军涛，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推广研究员，现任
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他长期扎根
基层从事产业服务工作，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人生价
值与农民的脱贫致富紧紧相连，与洛川苹果产业的成
长壮大紧紧相连。先后参与部省10多项推广项目，发
表学术论文35篇，获省市科技调研成果奖5项。2005
年以来，邀请国际苹果专家、教授到洛川交流10余次，
培养硕士研究生2名；合作开展苹果新品种杂交选育，
延长红、秦脆、秦蜜等 3个新品种通过审定；示范推广
了苹果园“肥水膜草一体化技术”。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合作开展了10余项科
研推广项目。连续 14年组织承办国际苹果博览会及
首届世界苹果大会的现场观摩。在他和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2010年国家质检总局确定洛川县为第一个国家
出口优质苹果质量安全示范区，2015年洛川苹果整县
通过国家第一个绿色食品（苹果）原料生产示范县认
证。2018年，洛川苹果地理保护登记通过农业农村部
组织的专家评审并颁证。洛川苹果品牌公共价值评估
在2019年达到687.27亿元，位居全国水果榜首。

白世锦，男，1958年出生，现为延安市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延安书协艺委会主任、延安书画院副院

长、嘉岭印社社长。他擅长书法、篆刻，其书、画、印

多次参加国家、省、市展览并获奖，在西北书坛乃至

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作品入选《陕西百年精典》，并

先后荣获全国九成宫书法大赛（中书协办）、全国五

杯书法大赛、语英杯书法大赛、神龙杯书法大赛、新

闻杯书法大赛等比赛优秀奖、三等奖。

成路，陕西洛川人，编审（正高），现为中国作家协

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著诗集、诗学理论、中

共陕甘革命根据地历史等专著12部，其中入围国家常

设性文艺奖项第四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终评备选20
篇/部，长诗《新谣诗》入选中国作家协会 2021年度定

点深入生活项目。成路是延安市唯一一个获得省级政

府诗歌奖“柳青文学奖”的优秀诗人，也是陕西百名青

年文学艺术家、陕西百名优秀作家扶持计划入选者。

曾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责任编辑奖、第二届柳青文

学奖优秀诗歌奖等。

艾振华，男，1980年出生，陕西延安人，副研究馆
员，现为延安市青年书法美术家协会主席，延安市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市“五一劳动奖章”、延安市“五
四”青年奖章获得者。《西安碑林所藏释梦英刻石謭论》
《杨守敬在日本传播中国书法的方式、贡献与意义》在
《书法报》《书法导报》发表；《唐代书论选抄十则》在“美
丽中国，我是行动者”2020年生态环保主题书画大赛
中荣获书法三等奖；《阿房宫赋》入选陕西省“群星奖”
美术、书法、摄影展览；部分书法作品被詹天佑纪念馆、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收藏；组织参加省市区春联义写活
动 180多次，利用寒暑假、双休日、节假日辅导培训少
年儿童书画3万余人次。

张永革，男，1956年出生，延安市文联主席，国家

一级美术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他最早进行陕

北民间艺术的挖掘保护整理工作，是延安青年黑白木

刻活动的组织者和发起人，“鲁迅版画奖”获得者。

2004年开始专注于水墨画创作，出版有《艾生墨痕》

《艾生水墨家园》《艾生黑白版画作品集》《图说陕北》

等专集。先后在合肥、桂林、福州、厦门、上海、北京、

常州和西安等地举办个人作品展览，不少作品被国内

外美术机构、艺术团体收藏。

张静，男，1982年出生，延安大学教授、遗传学学

科带头人，主要从事肿瘤的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近

年来，他先后主持获批国家及省市科研项目 20多项，

作为主要完成人申报获批陕西省重点学科、陕西省高

水平大学建设项目等各级学科建设项目 6项，先后在

《Cellular and Molecular Biology》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25篇，参编人卫版教材3部。2016年入选陕西省创新

人才推进计划——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主持完成的

《宫颈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荣获陕西省科学

技术奖三等奖、延安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9年入

选陕西省特支计划区域发展人才项目。

侯雪昭，女，1954年出生，陕西安塞人，现为安塞

侯雪昭手工艺专业合作社社长。陕西省三级工艺美术

大师、陕西省首届十大“三秦巧娘”、陕西省民间手工艺

能手、安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她喜爱民间艺术，尤其

是剪纸、布堆画。她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工巧甜美，

刀工严谨。作品《二龙戏珠》获首届中国民族民间剪纸

大赛三等奖，农民画《拦羊送饭》获跨世纪艺坛风采名

录一等奖、《赶驴》获《黄土寻根——2005陕西民间美

术作品展》一等奖，剪纸《社会主义新农村》获第四届国

际剪纸艺术展铜奖。作为非遗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

承民间艺术，她成立手工艺专业合作社，手把手教，带

领热爱民间艺术的妇女群众通过手工制作丰富业余生

活，增加收入。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曾对她进行了

专题采访。美国、日本、德国等 10多个国家的客人到

她家参观考察。

路彦祥，男，延安市实验中学正高级教师。从教32年
来，他对全市数学学科建设、数学教育人才的培养发挥了
重大作用，在省、市内数学学科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先后为市、县上示范公开课、专题报告上百次，培训教师
几千人次。成立学科带头人工作坊，累计培养4名省级学
科带头人、4名省级教学能手。他所带的初2010届（15）
班，在2010年中考中全班68人有65人达到省级重点高中
延中录取分数线，2013年他所带的初2013届（1）班有16
名学生进入全市前100名，2016年所带年级团队创造了
实验中学最辉煌的历史，全市前 10名实验中学有 9位。
他先后主持完成五项省级规划课题、一项市级“十二五”
重点课题。课题成果相继荣获陕西省教研成果一等奖，

“创新杯”教研成果二等奖，科技辅导教师创新成果一等
奖，主持编写了《初中数学解题教学探究汇编》（实验中学
校本教材），编著的《初三数学备考题解》，成为实验中学
乃至全市初三第三轮复习的首选校本教材。

王俊虎，男，现为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他积
极倡导以学生为本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探索科学有效
的教学方法，始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勤奋踏实的工作
作风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连续多年
学生评教成绩位居全校前列，被评为“延安大学最受学
生欢迎教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社科规划
项目10余项，出版著作与教材5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
篇，其中被CSSCI核心源期刊全文收录30多篇。他多次
接受深圳卫视、陕西传媒网就延安文艺、延安精神等方
面的学术采访，先后接待过陕西师范大学延安文艺研究
中心、江汉大学延安文学研究所等国内著名高校的研究
人员，为他们在资料搜集、学术研究等方面提供了较大
帮助；多次受邀为来延参观的夏潮台湾文化工作者陕西
参访团、台湾人间出版社文学青年参访团作关于延安文
艺的学术报告，向台湾客人很好地宣传了革命圣地延安
及其底蕴深厚的民间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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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