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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6 年的禁毒生涯中，卧底打入贩
毒集团内部 50 余次，侦破和指挥侦破毒
品案件 800 余起，缴获毒品 3.4 吨，抓获
犯罪嫌疑人 1600 余人、缴获枪支 40 余
支，手雷 30 余枚。这是对云南临沧市公
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高明禁毒工作的简单
统计。

临沧市位于云南西南边陲，与缅北毒
源地区山水相连，国境线长达 290 多公
里，无数条小路与缅甸相通，这里长期处
于全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

危险是缉毒工作的代名词，缉毒警察
如刀尖上的舞者，行走在生与死的边缘。
2012 年，高明在一次边境办案实施抓捕
的过程中，突然被 20 多名境外地方武装
份子用枪围住。当时气氛特别紧张，枪战
一触即发。作为专案组长，高明情急之中
编造出一个理由来搪塞和施压对方。在强
大的震慑力下，对方不敢轻举妄动，事后
才知道他们与这伙毒贩有利益关系。那次
抓捕当场擒获毒贩 19 名，缴获毒品 32 公
斤。

如今回想起来，有个细节仍令高明心
有余悸。当他冲进宾馆把门踹开的瞬间，
只见沙发上有个人仿佛想从腰间摸什么东

西，职业的敏感告诉他，对方身上可能藏
有武器。高明飞扑过去，把他的双手死死
按住。反抗中，对方使劲咬着高明的肩
膀，拼命反抗试图挣脱。高明只有一个念
头，不能让他有任何脱手的机会。几乎就
在同时，高明的战友冲上前，从他腰间摸
到一支已经上膛的手枪。

如果说与毒枭的较量是生死时速的
比拼，那么卧底打入贩毒团伙内部，犹
如 与 蛇 鼠 同 穴 、 虎 狼 共 舞 。 2007 年 6
月，禁毒支队获取一条“在边境地区有
人制毒”的线索。经侦查发现有一个人
与 制 毒 团 伙 有 关 ， 高 明 又 一 次 装 扮 成

“购毒老板”，想方设法地靠近他，和他
套近乎、处朋友。但对方对高明将信将
疑，防范心极强，随时用各种方法来试

探。有一次，对方突然拿枪指着高明对
手下说：“把他绑了，他肯定是警察。”
凭借多年的卧底经验，高明瞬间判断自
己没有暴露，对方应该是在有意考验自
己。就假装很生气，大声呵斥道：“什么
警察，我是来发财的，你认为我是警察
就一枪把我嘣了，来，动手快一点。”这
个强硬的口气一下就把对方震住了，连
忙说：“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就这样，
40 多天的卧底煎熬，高明终于取得了对
方的信任。随后，通过缅方配合，高明
他们将毒品加工厂一举捣毁，缴获毒品
298 公斤，枪支 5 支、手雷 4 枚。

当禁毒警察就注定和家人聚少离多，
能舒舒服服过个节假日无疑是种奢望。
2013 年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高明和

战友们迈上了缉毒征程，连夜赶往 600多
公里外的边境地区侦办一起特大贩毒案。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到了破案的关键时
刻，春节已临近，他和战友们在毒贩可能
入境的山间小道死死蹲守了 7 天 7 夜，终
于在农历正月初二成功破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 9 名，截获毒品 57 公斤。当审讯工
作结束时，春节已经过完。像这样不能团
圆的春节有很多，而平时在外办案，常常
几十天回不了家，对于家人来讲也成了一
种习惯。

自 2012 年 高 明 上 任 禁 毒 支 队 长 以
来，临沧市公安禁毒业绩指标连年攀升。
去年他被评选为全国“我最喜爱的人民警
察”，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
范”荣誉称号。

云南省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高明：

缉毒英雄的生死比拼
本报记者 周 斌

拂过“毕业季”青春的欢笑与离别的
泪水，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2012 级硕
士毕业生尹琨、商学院 2011 级金融专业
本科毕业生秦丹丹收获了一份母校赠予
的特殊毕业礼：6 月 15 日，中南大学召开
表彰大会，授予尹琨、秦丹丹等 8 名学子

“道德风尚标兵”荣誉称号。
“他们的荣誉实至名归！”中南大学党

委书记高文兵说，尹琨无偿捐献造血干细
胞、秦丹丹冒雨撑伞救人、公共卫生学院
研究生课题组勇救落水老人等中南学子
见义勇为的事迹经网络传播后，“靠谱体”
迅速走红，并引发“争做靠谱青年”的热
潮。不少人好奇：什么样的学校培养出如
此靠谱的好青年？高文兵认为，事发偶
然，实则必然。“中南大学积淀百年的校训

‘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教导学子们内修
其身、致用其外；浸润百年的校风‘向善、
求真、唯美、有容’，影响着每个中南人。”

前临“漫江碧透”的涛涛湘江，后倚
“万山红遍”的巍巍岳麓，传承千年的湖湘
文化与中南大学的现代教育融合造就了
一批批靠谱的“中南好青年”，他们用实际
行动谱写着“中南好故事”——

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青年

2015 年 3 月 8 日，习惯每天搭尹琨电
动车去实验室的贾广成突然找不到他
了。这一天，尹琨的硕士导师李艳也在到
处找他:“这个学期就要毕业了，论文的事
得抓紧！”班上的同学也很着急：“奖助学
金的评选马上就要开始了，作为班长，很
多事都需要他来处理。”到了晚上，尹琨还
是没有消息，也没有回宿舍。

3 月 9 日，一份由湖南省红十字会发
给中南大学的“感谢函”解开了大家的疑
惑：感谢尹琨同学志愿为配型成功的病患
捐献造血干细胞。得知尹琨“下落”的老
师和同学立即赶往湘雅三医院内科大楼
病房，迎接他们的是尹琨灿烂的笑容。

2013 年 4 月 20 日，尹琨志愿成为一
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2014 年 9 月
5 日，我接到长沙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告
知我与求助的一位白血病患者初配型结
果相合，询问我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
来挽救这个生命。我听到这个消息时非
常激动，第一反应就是：我应该救她！”
2014年 9月 19日，尹琨抽取了 5毫升血液
样本进行高分辨检验；2015 年 1 月 27 日，
体检通过后，工作人员问他是否要告知父
母，因为曾经有志愿者因家人的反对放弃
捐献。尹琨拒绝了。“不是怕父母反对，而
是怕父母担心。其实捐献骨髓也不是多
大的事。”尹琨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一脸
轻松地说。

据记者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并不如
他说的那么轻松。由于尹琨的受捐助者
是名年轻女性，从尹琨身上采集的造血干
细胞要比正常采集量多一倍。一般情况
下，捐献者每天只注射一次动员剂促进造
血干细胞大量生长，而尹琨要早晚各一
次。在此期间，他要忍受心跳加快、背部
酸痛等痛苦。3 月 12 日，尹琨开始了干细
胞采集，以 5 小时的手术完成了一次“生
命传递”。

术后，尹琨收到受捐助者托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转达的感谢：非常感谢您能够无
私给我捐献，让我还有时间去陪伴我 4 岁
的儿子！让我还有时间去赡养我的父
母！让我还有时间去感受生活！让我有
时间去爱这个世界上每个爱我的人⋯⋯

“生命如此脆弱，生命又是如此神奇！这
大概就是缘分。”尹琨笑得有些腼腆，却很
满足，“老师曾多次教导我们，身为大学
生，应该有乐于奉献的精神，我只是做了
很多人都会做的选择。”

“最美女生”雨中定格温暖

2015 年 4 月 7 日，长沙倒春寒，然而
随着一篇题为“救人的善举雨中的定格”
的微博在网上热传，一位名叫秦丹丹的中
南学子为这座城市注入了一股暖流，传递
着美好。

4 月 7 日上午 8 点半，长沙下着大雨，
秦丹丹在撑伞返校途中，发现一位女子晕
倒在地。“当时天气很冷，我发现她时，她
的嘴唇和手都在发抖，脸色苍白。”秦丹丹
赶紧上前询问，顾不上被雨淋，把自己的
伞为女子撑着，“她很虚弱地说出‘很冷’
两个字，指着一张掉在地上被雨水打湿的
纸，让我联系纸条上的号码。慢慢的，有
不少路人停下来询问要不要帮忙，有人打
120，也有围过来挡风的。”秦丹丹回忆
说。半小时后，女子家属和 120 救护车陆
续赶到现场，秦丹丹才安心返回学校。

秦丹丹雨中撑伞救助路人的善举被

市民用手机拍下，并告知她所在的商学
院。学院辅导员陈文将事情的经过通过
微博发布后引发广泛关注，秦丹丹被赞为
中南“最美女生”。

“其实大家关注的，也许不是我这个
人，而是在遇到那个情景时我表现出来的
勇气和善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秦丹丹
感慨万千，“如果真让我找个缘由，可能就
是出于中南人固有的爱心、责任、善良和
担当。”秦丹丹来自河南一个小山村，家境
贫困。“大学四年，中南大学给予我很多资
助和关心⋯⋯促使我有了更多的爱心和
责任感，让我在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没有
丝毫犹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也许
不一定要回报给某一个人，但一定要给需
要帮助的人。”

“危急时刻，我们必须出手”

心存善良，外化于行。在尹琨看来，
捐献骨髓这个事儿，“没什么好提的”；在
秦丹丹看来，雨中撑伞，不过是“举手之
劳”。而在秦露露、杨杨、张婷、蒋芳凡、胡
召、高凡看来，4 月 16 日亲身经历的那一
幕，“救”与“被救”之间最宝贵的，是对每
个生命的尊重与珍惜，是对专业救援知识
和齐心协作团队精神最好的诠释。

他们 6 人来自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因参与
导师徐慧兰的研究课题，在湖南省益阳市
30 个村为当地老人做免费糖尿病检测和
干预。

4 月 16 日上午 11 点 20 分，他们按计
划准备到达七子浃村。“意外发现距离我
们大约 20 米的河水中，好像有人上下浮
动。考虑到七子浃村河道纵横，加之因下
雨河水暴涨，大家提高警觉，快步走近一
看，发现是名女子在水中挣扎。”救人心
切，小队长秦露露询问组员：有谁会游泳？
会水的下去救人，其他在岸上接应。胡召
和杨杨一边回应“我会”，一边麻利地跳入
水中。“有人落水了！”岸上的 4 名同学大
声呼救，并准备接应胡召和杨杨。

胡召和杨杨奋力游到落水女子身旁，
将她艰难地往岸边推。岸边的同学则倚
靠河边的一棵树站稳，拿着找来的木棍向
胡召和杨杨喊叫示意。2 人拉住岸边伸过
来的木棍，使出浑身力气终于将女子救上
岸。因长时间溺水，被救上岸的女子生命
体征极弱。杨杨立即实施心肺复苏术，这
位女子开始有了自主呼吸。当附近村民
赶来时，女子生命体征趋于平稳。“一个生
命终于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虽然那时我
们筋疲力尽，但内心都非常欣慰。”杨杨回
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觉得惊心动魄。

6 名学生舍身救人的消息经媒体传播
后，其训练有素的团队协作精神和专业技
能，得到了社会一致好评。“舍身的勇气，
默契的协作，这是大学生应该采取的理性
救人行为，更是在中南大学培育下应有的
高尚行为。”徐慧兰骄傲地说，“‘先做好
人，再做好事。’优良的道德品质是最为重
要的东西。共同的科研任务，更培养出 6
人心照不宣的默契。”

中南大学学生尹琨、秦丹丹、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课题组乐于奉献、见义勇为，用行动坚定地——

扛 起 责 任“ 致 青 春 ”
本报记者 刘 麟

青年有担当 民族有希望
本报评论员

6 月的麦田一片金
黄，满是希望。在山东
省平度市西寨村的 2 块
试 验 田 里 ， 一 些 种 地
的“老把式”正在对比
自己用老办法种的地。
在小麦出苗率、苗情长
势等方面，两者都相差
很大。这下子，他们可
服了山东青岛市农机局
驻村的“第一书记”张
正杰，都向这位农业推
广硕士取真经来了。

种 地 + 新 装
备新技术

西寨村是传统农业
村。虽然投入成本连年
增加，但粮食产量不见
明显提高。问题出在哪
儿？自去年 6 月份驻村
后，张正杰经过走访、
调研和农业专家联合会
诊，拿定了主意：要推
广新装备新技术，让每
块土地脱胎换骨，扩大
节本增效综合成效。

在青岛市农机局等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张
正杰引进推广了免耕播
种 机 、 玉 米 联 合 收 获
机、精量播种机、深松
整地机等新型装备 20
多台，在农业生产中大
显身手。

清明一过，麦田里
就忙碌起来：一排排卷
盘式喷灌机在麦田里吐
出一条条 30 余米长的
水龙，水雾均匀地喷洒
在麦田里。“以前浇地要找十几个工人，好几天才
能浇完。现在一个人可以轻松控制好几台喷灌机，
节省了一半儿水，大大降低了成本！”全国种粮大
户侯松山高兴地说。

针对农业生产条件，张正杰因地制宜地推广新
技术：针对水浇地，他积极推广精量播种技术；针
对旱作地，他推广保护性耕作和深松整地技术。一
年下来，这些新装备新技术威力初现：全村共节约
成本 220 多万元，粮食产量提高了 10%。特别是随
着深松整地技术的应用，耕深达到了 25 厘米以
上，进一步打破了犁底层，蓄水保墒更加明显了，
相当于新建了一座“土壤水库”。

种地+土地流转规模经营

全村粮食产量上去了，欢喜挂在每个人的脸
上，都抢着使用新装备新技术。张正杰又发现了新
问题：全村耕地面积 2200 多亩，户均不到 7 亩，
这严重影响了农机规模化作业和投入产出效益。

借助农村土地确权改革的春风，他提倡土地规
模经营，成立了西寨农机合作社，加快土地流转。
一开始，有些农户不舍得流转自己的土地，张正杰
便挨家挨户做工作，给他们算经济账。大家终于想
通了，全村 60%以上的土地实现了流转和规模经
营。每亩每年 800 至 1000 元的租金，也让流转户
吃上定心丸。“自己种地，一年根本赚不到这个
数！况且外出打工每月还能赚两三千元呢！”不少
农户心悦诚服地说。

张正杰还积极推动“四统一”作业，统一供应
良种、统一农机作业、统一种植模式、统一田间管
理，规模化效益不断扩大：农资采购成本节省了
10%至 15%，农机作业成本降低 30%左右。去年合
作社的粮食总产量达到 576 万斤，经济效益达到
600多万元，一举成为全国农机合作示范社。

种地+新型职业农民

西寨村周边有几家经营不错的企业，村里的中
青年基本上经商务工去了，一度出现了田地撂荒。
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粮食价格顶到天花板，在“双重
挤压下”，谁来种地？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张正杰。

地还得有人种，才能把饭碗捧到自己手里。怎
么办？张正杰认为，要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让
会种地的人种好地。围绕着“懂技术、会管理、善
经营”的目标，他通过举办农机化技术培训班、现
场会和外出考察参观等方式，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
素质，引导他们科学种地，发展现代农业。

今年 53 岁的刘明刚参加了农机培训班后，弃
工务农，当起了职业农民，年收入 10 万多元。他
一算账，心里乐滋滋：“原来，当个农民，钱并不
少挣！”一些妇女也陆续回到村里，经过培训后，
干起了农业植保等服务工作，每人每天可收入 60
至 80元。

张正杰驻村一年来，充分发挥了单位优势和个
人特长，给西寨村带来了一次“种地革命”，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什么才是现代农
业？张正杰还在努力地探索⋯⋯

硕士张正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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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图为中南大学获得图为中南大学获得

“道德风尚标兵”荣誉称号的同

学们。

图②图② 尹琨捐献骨髓后尹琨捐献骨髓后，，与与

师生们合影师生们合影。。

图 ③图 ③ 秦丹丹救人现秦丹丹救人现场场 。。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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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南大学学生接连涌现出主动

捐献造血干细胞、冒雨撑伞救人、勇救落

水农妇等先进事迹，释放和传递出的浓浓

社会正能量，赢得一片点赞之声。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

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

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

强大力量。广大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

实践，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报效

祖国、服务人民，对于唱响主旋律、弘扬真

善美、传播正能量、树立新风尚具有特殊

的重要意义。

中南大学莘莘学子毫不犹豫的救人

事迹，一件接着一件，不论大小轻重，

都代表了一种向上、向善的力量，勾勒

出当代青年学生良好精神风貌的群像。

人们欣慰地看到，意气风发、心怀梦想

的年轻人在勤奋学习之余，从现在做

起，从自己做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既收获了“送人玫瑰”后的“手

有余香”，也催发文明道德之花在中华大

地璀璨绽放。他们的美好言行，让社会

变得更加温暖有爱，特别值得关注、喝

彩、赞赏与支持。

“德不孤，必有邻”。道德光芒的每一

次闪耀，都会引领更多的普通人积极践行

善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飞入每

个人的心田，就会在全社会生根发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扶贫济困”等思想和理念，具有永

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不仅广大青年要坚守

和践行，而且全社会也都应坚守和践行。

让我们以这几位青年学生为榜样，于实处

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努力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

准则，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共奏时

代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