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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妙手

有乾坤

△ 马福良在车间精雕细刻工艺品。

▷ 马福良与其作品《天坛》。

“花丝万缕织金冠，妙手镶嵌有乾坤”。这是对花

丝镶嵌制作技艺的形象描述。河北省大厂县良盛达花

丝镶嵌特艺有限公司的马福良，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河北省一级工艺美术大师、河北省

金牌工人、河北省特殊贡献技师。

劳动最美，劳动者最光荣，劳动者们用勤劳创造着

美好、实现着自身价值。4 月 25 日，59 岁的马福良指着

良盛达公司展厅内琳琅满目的展品对记者说：“这门手

艺就是将金、银、铜掐成丝，运用各种技法制成各种饰

品，需要经过做丝、錾刻、石镶等十几道纯手工工序。”

“绝不能让这门手艺在我们手上失传，这是我入行

之初坚定的信念。”从 17 岁开始，马福良就跟随父亲学

习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如今马福良所在的公司已能制

作花丝烧蓝、金银摆件、卡克图等 8 个系列 1100 余种产

品，大部分销往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今年 3 月份，他创作的《花丝香炉》作品荣获第 52

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金奖。马福良

说，“传统文化和民族工艺正被更多人喜爱。现在我也

在重点培养一批传承人，我坚信这门古老技艺定会焕

发新的光彩”。

本报记者 李景录 通讯员 王福龙摄影报道

刘思金：

当 好 环 境 健 康 风 险 评 估 者
鹿永建 陈 杰

博 士 生 导 师 ， 中 科 院 “ 百 人 计
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国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
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第一眼看到刘思金，很难将这么
多 头 衔 和 眼 前 这 个 看 上 去 比 博 士 生
大 不 了 几 岁 的 山 东 威 海 男 人 联 系
起来。

就是他，带领团队坚持不懈开展
环境中典型污染物的健康风险评价工
作，发现了多种污染物的肿瘤学效应
和促瘤机制，完善了污染物影响肿瘤
生长和转移的体内外模型。

也是他，总能在与身边人的交流
中让自己的科学初心鲜活，总是不忘
记 把 自 己 的 团 队 带 好 ， 有 时 还 会 沉
思：如何在紧张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
牢记对于社会的责任。

家人不经意之问，
让 首 席 科 学 家 陷 入
深思

做实验、出差、指导学生⋯⋯钟
表在刘思金这里仿佛被故意拨快了，
早上 6 点，孩子还没起床，当天工作
的准备就此展开，送完孩子上学，8
点他准时出现在了实验室，组织团队
讨 论 、 参 与 实 验 、 指 导 研 究 生 、 授
课、分析数据⋯⋯晚上下班回家并不
意味着工作结束，睡觉前的几个小时
往往用来处理剩下的工作。但是，他
还是特意挤出时间与小学四年级的儿
子交流。

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喜
欢探究真相的儿子每天有无数问题等
着“科学家爸爸”回答。和同事沟通
十分流畅的他常常被 10 岁的儿子问
住 ，“ 儿 子 还 小 ， 不 明 白 专 业 术 语 ，
我 需 要 用 更 通 俗 的 语 言 对 他 进 行 引
导”。耐心回答儿子问题时，刘思金
常常意识到，他需要每天保持孩子般
的 好 奇 心 ， 才 能 把 研 究 不 断 推 进
深入。

环 境 与 健 康 问 题 是 当 代 生 态 环
境、公共卫生乃至临床医学共同面临
的重大研究课题。刘思金所研究的环

境毒理学任务是研究环境污染物对机
体产生的毒性效应，作用机理及早期
损害的检测指标，这也是环境健康研
究面临的重要挑战。

晚上，与本科学生物学、从事人
事工作的妻子谈到工作的时候，妻子
有时突然发问：“这项研究的创新点
是什么？”然后，他往往就陷入了沉
思。带着妻子的提醒和自己的反思，
刘 思 金 努 力 把 创 新 二 字 融 入 科 研
工作。

“我们是环境健康风险的评估者，
工作就是研究环境中危害人体健康的
污染物，为揭示其致毒甚至致病机制
提供科学依据。”刘思金说，目前，对
新型和潜在污染物的研究是他工作的
重点之一，目的就是争取在这些潜在
的风险还没有造成大规模破坏之前就
认识其可能的危害，并寻找对策。这
恰恰就是刘思金理解的创新之一。

为了让更多年轻
人“看见森林”，他这样
带领团队

刘思金上班的地方是中科院生态
环境中心三号楼，这座看起来很平常
的办公楼就是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走上 7 楼，大大小
小的实验室有忙碌的年轻人不停地进
进出出，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专注和
认 真 。 其 中 属 于 刘 思 金 团 队 的 有 20
来人。

一走进他的办公室，就会发现 3
个写满了分子式和推导符号的玻璃白
板，“我会让来讨论科研工作的年轻
人将自己的工作进展和想法说出来，
写下来，再引导他们拓展视野，从整
体中看自己的工作亮点并明确创新之
处”。刘思金坦言在麻省理工学院的
学习让他受益很多，科学的判断、活
跃的思路、亲力亲为和勤奋的作风，
为其后来的科学探索历程夯实基础。
如今他结合实际将这些思维方式和踏
实的工作作风传递给他的团队：“做
事情前，要能预判工作的大致脉络，
我希望年轻人能够通过这种训练方式
形成自己对科学研究的前瞻性和全局

意识。”
得益于这样的科学思维和宏观意

识，刘思金研究团队成果斐然。举例
来说，已经在重金属类和有机类污染
物的免疫损伤、代谢损伤和遗传与表
观 遗 传 损 伤 方 面 建 立 了 多 项 评 价 指
标。这些评价指标，可作为评价相关
污染物的健康危害和制定环境保护措
施的相关依据。

叩问新材料的环
境健康风险：拓展前瞻
性研究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医
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完成博士后学习深造
的刘思金，2009 年回国进入中科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今年已经是第 8 个年
头。这是中国环境健康研究快速发展的
8 年，如今中国已经在一些方面与美国
等发达国家同行并跑甚至领跑。然而，
他没有时间停下来庆祝⋯⋯

频繁出现的环境污染事件不断撞
击公众的情绪。何时能够解决问题？
我们何时才能远离有污染的空气？公
众的期待不断在升温。

对于刘思金和同行来说，必须积
极面对当前已被人们认识到污染物的
研究和治理任务，同时敏于发现新型
污染物，从而提前有效控制住潜在风
险，让站在前沿的科研成果成为国家
和人类环境保护的屏障。

所以，刘思金团队目前正在承担
一项国家 973 项目，研究目前在产业
应用中十分风光的新型纳米材料与纳
米技术，探究其环境健康风险并加以
评估。

“对污染物的毒性与健康危害研
究往往需要长期跟踪，需要一个认识
过程。”忙碌的刘思金在努力保持自
己的定力，不被有些浮躁的社会环境
所影响，“现在很多污染物还在实验
研究、论证阶段，还需要时间。”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刘思金坦
言，他将继续热爱科学，献身科学，
力争自己的工作不仅让同行认可，成
果能够得到转化，更要造福人类。

（据新华社电）

人物小传

刘思金，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2008 年 1 月至 2010

年 1 月，在美国塔夫斯大学医学院生理与肿瘤系任讲师。2009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

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目前担任国家“环境与健康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毒理学会

分析毒理委员会和纳米毒理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

我们是环境健康风险的评估者，工作就是研究环境中危

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为揭示其致毒甚至致病机制提供科学

依据。

我会让年轻人将自己的工作进展和想法说出来，写下

来，再引导他们拓展视野，从整体中看自己的工作亮点并明

确创新之处。我希望年轻人能够通过这种训练方式，形成自

己对科学研究的前瞻性和全局意识。

▽ 马福良向顾客介绍工艺产品。

武警 8611 部队，是一支战功赫
赫的红军部队。走进团史馆，200
多面穿过战火硝烟的战旗见证他们
从胜利走向胜利——挺进东北、三
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辽沈、攻克
天津、二次入朝⋯⋯涌现出 145 名
功勋模范、6 名特等功臣，赢得了

“甲等功臣团”威名。
和平年代，这支部队经历多次

转隶、任务转换，前进的步伐从未停
顿。在广泛兴起的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新高潮
中，他们在真学、真信、真用中找寻
创新发展的“金钥匙”，戮力冲锋在
强军实践的新长征路上。

站在志丹广场，望着高高矗立
的雕像，中士刘建民想起下连之初
改变他人生选择的一课。

“1931 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
勋创建了红 26 军一部，打出了陕甘
革命根据地，为工农红军万里长征
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当刘志丹
遭受莫大委屈，甚至得到不公正待
遇时，他始终听党的话、跟党走，从
不计较个人得失，直到牺牲⋯⋯”这
是理论学习“红色寻根”系列活动中
特殊的一课。

聆听着刘志丹的故事，刘建民
流下了羞愧的泪。他是怀揣着当特
战队员的梦想来到军营的，可一下
连却被分到警犬班，当起了训导
员。从特战队员到训导员，梦想一
落千丈，他闹起了情绪，整天没精打
采，心里甚至动了提前退伍的念头。

“刘志丹的故事听起来很‘傻’，
可这就是我们红军团创建人留给我
们的答案，听党话、跟党走至死不渝。”刘建民在警犬班组织
的教育体会交流中说：“我们更要像刘志丹那样，党叫去哪
就去哪、党叫干啥就干啥。”经过一年多的艰辛付出，他带着
警犬“仔仔”在多个重大比赛中夺得冠军，荣立二等功。

“红色传承与党的创新理论一脉相承，我们团坚持把重
温团史、学传统与学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起抓，在追溯红色
根脉中增进情感认同。”团政治处主任张敏介绍说。

走进三连学习室，记者在“士兵讲坛”留存资料里了解
到这样一件事。列兵张昊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入伍前在
外面打过工，回乡创业和家人开办了一家小型印染厂，小日
子过得很滋润。可这几年因为巢湖环境治理，镇政府让厂
子限期关停，创业受挫，他心里头有了“疙瘩”。

“政府鼓励大学生创业，为啥还要关停咱家开的厂呢？”
张昊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了“士兵讲坛”。理论骨干、班长陈
杰和张昊是同一个地方的，他拿了两张照片现身说法，从巢
湖水污染讲到群众对美好环境的盼望，从巢湖生态环境治
理讲到当地返乡青年创业园。同乡朴实的话语、真实的故
事，让张昊心里的疑云逐渐消散。

针对改革大考临近、杂音噪音频扰官兵心神的实际，他
们编印习主席改革强军重大战略思想口袋书、解读本，整理
改革中“走留听党的、行动看我的”感人故事，邀请抽组赴藏
官兵回团宣讲，党委“一班人”带头服从拥护改革，引导官兵
树牢投身改革、矢志强军的坚定信念。

韦世明：

为 救 客 户 甘 作 刀 下 人 质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朱柳蓉

﹃
走留听党的

行动看我的

﹄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赵

彬

“我来作人质，你千万不要伤害客户！”
这一刻，韦世明正经历着险境，也经受着从未遇到过

的考验——眼前的劫匪将一把 20 厘米长的匕首抵在了银
行柜台前一位客户的脖子上，要挟着里面的柜员拿出钱，
女客户惊慌失措，众人极力规劝，局面僵持不下。

这是 4 月 7 日下午发生在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宾阳县黎
塘支行营业厅里的惊险一幕。眼见劝说歹徒收手无果，身
为大堂经理的韦世明提出由自己去替换人质。

“我告诉那个劫匪，你要的是银行的钱，跟客户没有
关系。”回想起那天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劫匪接受了他的
条件，让客户起身走了，随即那把匕首架在了他的脖子
上。许多人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个 28 岁的小伙子刚刚领
到结婚证 18天。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由得韦世明多想，同事卢卫河拿
出了一笔现金佯装要递给劫匪，这一举动使得劫匪放松了
警惕：劫匪用左手按着韦世明的脖子，拿着刀的右手慢慢
移开试图去拿钱。韦世明在劫匪将手移开的一刹那，立即
转身用双手死死按住了劫匪拿刀的手。此时支行的保安罗
赤芳冲上来，跟韦世明一起将劫匪摔倒并使劲按住，柜台
里两位柜员锁好现金箱后，也冲出柜台协助制伏劫匪，直
到公安干警赶到将歹徒抓获。

“事后虽然觉得心有余悸，但在当时我没有感到很害
怕，因为发生的情况就跟我们支行在防暴预案演练中模拟
过的情况一样。”韦世明说，就在 3 月 16 日，黎塘支行刚
好组织全体员工开展了一季度的防暴预案演练。当演练变
成真人真事，当模拟道具变成架在脖子上的利刃，韦世明
同样临危不惧。他说，“我相信每位银行员工在面临同样
的情况时，都会作出跟我一样的选择”。

本版编辑 胡文鹏 杨开新 徐 达
联系邮箱 jjrbrw@163.com

武警 8611 部队以创新理论为引领，扎实推进实战化专

业训练。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