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审专家、陕西省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等。

他只管耕耘，不问名利，

默默奉献，无怨无悔。他没有豪

言壮语，但用最平凡的事迹最深

刻地诠释了地质人“三光荣”、

“四特别”的精神内涵。而今已

五十五岁的他不忘初心，依然奋

战在地质调查第一线，逐梦不

辍。

李永红，女，省地质环境监

测总站副总工程师、地质灾害室

主任，长期坚持野外工作，26年

来，她凭借刻苦、敬业和执着，

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和丰富野外

实践经验于一身，为陕西抢险救

灾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发表论文

20余篇，主编地质灾害防治系列

丛书4本，两次获得陕西省科学

技术奖，多次受到上级表彰，是

我省优秀野外地质工作者代表。

2000年以来，她先后主持

了多个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

目，提出的植被砼修复方法已经

在韩城市灰岩矿恢复治理中初见

成效。2006年洛川县发生了210

国道黄土崩塌，她带领应急调查

组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应急调查，

提出应急处置措施，确保了北段

住户的安全。2016年4月宝塔区

发生崩塌造成4人死亡,接到排查

任务时，恰逢母亲病重住院，她

顾不上母亲的安危，第一时间与

他人赶赴延安应急排查，4天时

间里她白天排查、晚上夜战整理

资料，为抢险救灾提供了依据。

作为学术带头人，注重学术研讨

和科技成果转化，带出了一批能

担当重任的年轻人，在平凡工作

中创造不平凡业绩。

 本 次 开 展 的 第 二 届 寻 访

“最美地质队员”评选宣传活

动，是由国土资源部指导，中国

地质矿产经济学会主办，中央主

流媒体作平台，在全国地质勘查

行业范围内开展。截止2017年5

月10日，活动秘书组共收到全国

91家地勘单位341名先进人物事

迹推荐材料。来自各地勘单位及

相关院校的37名专家组成评选委

员会对材料进行了审读、讨论，

投票，最终产生了100名“最美

地质队员”。

洪增林书记与两名最美地质队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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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携手共办海峡两岸地质环境研习营

 ◎ 省地质调查院技术处   徐通  

为加强海峡两岸基础地质、

地质环境研究的合作与交流，

2017年8月份，省地调院与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成功大学

（台湾）在陕联合举办了“海峡

质剖面考察了秦岭褶皱系基底构

造变质变形现象。中国地质大学

王根厚、陈建平教授及省地调院

任仓智、彭海练高工从局部到宏

观，详细解析了黑河-佛坪地质

剖面秦岭褶皱系古老结晶基底

变质变形特征，从露头尺度介绍

了秦岭造山带宽坪岩群、秦岭岩

群、丹凤岩群、佛坪岩群、三叠

系、泥盆系岩性、变质变形特征

及商丹缝合带造特征等。并与成

功大学教授、博士进行了区域变

质、板块碰撞等学术研讨交流，

使成功大学师生对秦岭山系构造

格架、演化历史等形成初步认

识。在佛坪县南侧的晚太古带佛

坪岩群刚玉片麻岩中，台湾同学

经不懈努力采集到直径约2厘米

的六棱柱状刚玉晶体。

在洛川国家地质公园考察

了黄土高原的黄土类型、地貌特

征，及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类型、

形成条件、诱发因素等；对灞桥

区白鹿原北坡山体滑坡进行了现

场研习探讨。

本次联合举办“海峡两岸地

质环境研习营”，是省地调院开

展对外地质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内

容之一，对于增强两岸地质科学

交流、弘扬中华文化、共同推动

地质科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两岸地质环境研习营”。研习营

成员为来自海峡两岸的教授、副

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生、硕

士生、本科生等30余人。

研习营首先沿黑河-佛坪地

研习营人员探讨交流

王根厚教授（左一）野外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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