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文路老师事迹材料

宋文路，男，中共党员，博士、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

兼职硕士生导师。2011 年 6 月毕业于浙江大学能源环境工程

专业，现任济宁学院工程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新能源科学

与工程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研究方向为生物质新能源。宋

文路老师坚守教育初心，坚持立德树人，争做新时期的“四

有”好老师。他时刻牢记高校教师的职责担当，紧密围绕国

家能源转型战略目标需求，发挥学校高素质应用型复合人才

培养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坚持以创新为驱动力，

带领新能源团队攻坚克难，潜心研究生物质资源能源化与高

值化利用，在生物能源菌种的种质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并培

养了一批创新型人才，为发展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和减少环境

污染作出突出贡献。他理想信念坚定，道德情操高尚，在学

校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学科建设、双创竞赛等方面做出重

要贡献，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一、教书育人，不忘培养国之栋梁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

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

无论工作任务多么繁重，宋文路老师也从不忘自己是一位教

育工作者，他热爱教学工作，争做新时期的“四有”好老师，

努力向着成为学生们的“大先生”而奋斗。他认为做“四有”

好老师，归根结底就是一切工作从学生出发，为学生着想。

学生是人民教师的服务对象，对老师来说，学生就是人民，

把学生放心上就是把人民放心上，为学生服务就是为人民服

务。大家都说当老师是良心活，对共产党员来说，这个良心

就是党性，就是全心全意为了党的教育事业而奋斗的精神。

从教近 10 年，他始终夯实教学基本功，站稳三尺讲台，引

导学生触类旁通，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观察问题、

分析汲取新知识以及科研创新的能力。他坚持不断学习创新，

在职完成了浙江大学博士后工作站的研究工作并顺利出站，

将所学知识倾注学生身上，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主持

山东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1 项（基于 CDIO 理念

的“慕课+翻转课堂”模式在生物工程专业课程中的建设与

应用）。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2022 年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

业首届毕业生考研录取率达到专业毕业人数的 44%，在学校

各专业中名列前茅。

除课堂上组织教学外，宋文路老师课后还积极参与学生

社团活动，并鼓励学生进行探索，对学生 “严而不畏，敬

而不远”，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他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

的培养，在本科生中创新“教师实验助理”制度并取得初步



成效，使学生在良好的学风中形成传帮带的优良传统，更多

的参与到科研和教学活动中来，得到更多能力上的锻炼和综

合素质的提升。他指导学生团队获得 30 余项专利授权、大

学生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国家级立项 4 项、省

级立项 3 项；参加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大学生优秀科技作品

竞赛并获二、三等奖；参加第三届“鲁南制药杯”山东省大

学生生物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得一等奖。他勉励学生要常

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青年学子和科技工作者应肩负使命

与担当，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环境持续发展，他教育过的一届

届学生不断从校园走向社会，遍布于新兴产业发展的多个领

域，这些学子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生力军。

二、反哺家乡，立足时代需求投身专业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而新能源

科技创新正成为推动我国实现“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

碳中和”的双碳目标的有力支撑。自大学时期起，宋文路就

一直坚信，随着化石能源消耗的日益加剧和对气候环境的巨

大影响，新能源将会成为世界能源发展的潮流，他扎根专业，

苦学不怠，一直坚持着新能源领域的学习与研究。作为土生

土长的济宁人，宋文路老师对故乡饱含深情，他时刻关注家

乡新能源产业发展与机遇，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后，毅然回

到济宁工作，决心将所学知识奉献给家乡。在他和团队老师

们的努力下，济宁学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于 2017 年获

得批准，2018 年正式招生，近年来招生规模逐渐扩大。济宁

市自然资源丰富，生物、农业、医药、发酵、能源产业基础



良好，为充分发挥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优势和高校服务

地方的职能、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拓展专业领域、整合资

源深化校企合作、服务地方产业，2019 年 6 月，宋文路老师

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启动了济宁学院新能源研究院的建设。

新能源研究院是围绕国家能源战略、山东省“十强”产业—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需求及学校的办学定位、发展策

略而建立的绿色科技研发平台，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天气

热，宋文路老师吃住都在实验室，带领团队成员改方案、做

调研、选设备、搞装修，历经三个月，新能源研究院超前工

期顺利建成，为高质量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发展、科技成果

创新与转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平台保障。而他的家

中也有年迈重病的老人、年幼的孩子，以及异地工作的爱人，

他从未给自己找过休息的借口，家人也克服种种困难全力支

持他专注于自己所钟爱的事业，这样的体贴安慰给予他莫大

的鼓励。新能源研究院的建设运行充分结合济宁市地方资源

优势，结合特种资源，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结合现代产业

学院建设，突破“双碳”产业化技术难关，服务节能减排领

域，组建新能源创新团队，汇聚创新资源，聚焦前沿科技，

促进学科交叉，强化原始创新，专兼结合引入高层次高水平

海内外专业人才，在新型催化剂锂-空电池、储能材料与技

术、碳量子点新材料、氢能制取、微藻育种与多联产、资源

高值化利用等方面开展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为成果产业化

奠定基础，实现产业链与学科群的广泛链接。

三、扎根科研，为科技创新注入驱动力



生物能源、资源环境、生态治理等方面研究，对实现资

源的创新性研究和高效开发利用具有重要价值，以科研反哺

教学，对提升高校科技人才培养质量，加快专业建设及学科

内涵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宋文路老师保持着这样一种信念：

吃苦是开展科研工作最基本的素养，任何科技创新都没有捷

径可走，必须深耕一线，方可积累经验。他带领团队怀揣自

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或不休讨论、或挑灯夜战，经过无数个

日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科研攻关为科技创新注入了

动力的源头活水。宋文路老师持续聚焦新能源发展研究前沿

课题，开展微藻固定烟气 CO2 生物质多联产、生物质废弃物

清洁转化制取液气生物燃料等方面的创新研究，和团队实现

了学校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立项上的突破。作为学

校“31353”人才计划教学科研骨干，他主持山东省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 项（核诱变改良产氢菌代谢网络竞争反应机理

的计算化学研究、产氢细菌基因改造并利用纤维素类生物质

发酵产氢的代谢机理研究），山东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 1 项，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计划项目 1 项（核诱变产氢菌高效筛选

促进废弃生物质发酵产氢的研究），济宁市重点研发项目 1

项（100t/d 餐厨垃圾清洁处置制取生物燃气的研发示范），济

宁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 1 项（济宁市生物氢烷气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其中利用色圈法高效筛选改良产氢菌突变株，通过微观测试

定量研究核诱变改良产氢菌中大分子结构和代谢网络调控

机制，并将其利用于有机固体废弃物的能源化利用上，在生



物能源菌种的种质创新上独树一帜。丰硕的科研成果发挥效

用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同时反哺教学，为大学生科技人才培

养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宋文路老师深知任

重而道远，他将担当与使命化作无尽的动力，不辞呕心沥血，

只期花繁果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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