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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犬奇兵
郑振华，今年 23 岁，是武警浙江总队直属支队特勤中队

的一名警犬驯导员。2012 年入伍后，郑振华以过硬的军事

素质被分到了特勤中队，并成了同批战友中唯一的警犬驯

导员。

“可爱呆萌、嗅觉灵敏、果敢勇猛⋯⋯”这是郑振华对

他的亲密战友、功勋犬“马丁”的评价。为成为一只合格的

警犬，“马丁”先后完成了扑咬、追踪、搜毒搜爆搜救等一系

列严格的训练。2016 年，在武警部队警犬大比武中，“马

丁”从 100 多条警犬中脱颖而出，获得“功勋犬”称号。

如今，郑振华和“马丁”已经先后出色完成了 G20 杭州

峰会、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安全保障等 20 多项重大任务，

他俩也被战友亲切地合誉为“神犬奇兵”。傅浩良 徐 伟摄影报道

甘肃兰州永登县白万红：

不离不弃抚养残病继子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

永 远 做 党 的 好 女 儿
本报记者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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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 郑振华与“马

丁”一起训练。

图图③③ 郑振华与“马

丁”开展扑咬训练。

图图② 郑

振华和“马丁”

在草坪休息玩

耍。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张 頔
联系邮箱 jjrbrw@163.com

“到今年，我把家交给她整整 10 年
了，我放心。”憨厚的甘肃兰州永登县东
街社区居民缪泽文不善言辞，琢磨了半
天，才从嘴里说出这句对妻子白万红的
评价。

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却有着不平常
的分量。2007 年，下岗工人缪泽文跟白
万红认识时，他已经独自一人照顾了患
有先天性脑瘫的 6 岁儿子缪永康两年。
两年前，孩子的亲生母亲不堪照顾病儿
之苦与缪泽文离了婚。

在缪永康6岁生日那天，白万红和缪
泽文结婚了。结婚之前，亲朋好友都劝白
万红慎重考虑，毕竟照顾一个脑瘫患儿比
抚养正常孩子要多付出千百倍的心血。

“我看上的是缪泽文这个人，他是个踏实
过日子的人。”生性好强的白万红下定决
心，既然进了门，就要对小永康视如己出，

“当时没有太多想法，就想把这个娃娃照
顾好，总不能看着他受罪不管吧”。

然而，结婚后白万红面临的现实远

远超出了她的预期。丈夫经常出门打
工，拉扯孩子的重担压在她瘦弱的肩
上。在缪永康上小学的6年时间里，白万
红每天背着儿子去上学，6年从家到学校
往返路程累计超过 4000 公里，“儿子长
大了，背不动了，就用轮椅推着去学校”。

2013 年，永登县成立了特殊教育学
校，缪永康成为该校的第一批学生。“学
校是寄宿制的，还免学费，对我们家娃唯
一的要求是需要家长陪读。”从此，白万
红陪着儿子住进了学校。每天早晨，白
万红 6 点起床，叫醒儿子、帮他穿衣洗
漱、督促他到操场锻炼走路。每天晚饭
后，白万红还要陪着儿子写字读书，直到
儿子睡着之后，她才能喘口气。

“永康有时候跟着奶奶出去吃酒席，
回来会悄悄地往我手里放一把瓜子和
糖。”缪永康的小举动，让白万红心里充
满温暖，“我觉得，他就是我的亲生儿子，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他能够
自立，跟正常的小伙子一样”。

田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八一电
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原团长。作为演员，
她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中喜儿、《党的
女儿》中李玉梅等家喻户晓的经典银幕
形象。离休后，田华仍积极参加慈善公
益活动，关心扶助下一代成长成才，以实
际行动诠释了一名文艺老兵的人民立场
和赤子情怀。“演党的女儿，做党的女儿”
始终是她的做人准则。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有人花高价
请田华做广告。可田华想都没想就拒绝
了：“我不能让观众认为党的女儿‘向钱
看’。我并不富有，可是钱不能这么个挣
法。”

“挣大钱”的活动请不动田华，“不挣
钱”甚至“倒贴钱”的活动，她却主动要求
参加：中国文联主办的“送欢乐、下基层”
活动她积极参与；汶川、玉树、芦山等抗
震救灾义演活动处处留下她的身影；在
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赴江西老区
慰问演出时，她发着高烧仍坚持登台演

出，结果刚下舞台就昏了过去，直接被送
进了医院⋯⋯

2009 年参加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文艺晚会《复兴之路》排练时，田华突犯
骨膜炎，靠吃止疼片，她坚持了下来；
2011 年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
年文艺晚会《我们的旗帜》排演，左手骨
折的她打着夹板跟年轻演员一起扭秧
歌⋯⋯

如今，当年的“白毛女”已是真正白
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但“党的女儿”的心，
却依旧火热。她创办田华艺术学校并亲
自担任校长，每年新生入学时，她都要亲
自上一堂德育课，教育学生学艺要先学
做人。她还筹款6万余元，为河北省阜平
县捐款修复了一所小学。作为“山花工
程”爱心大使，她深入到太行山等革命老
区，把书本、文具送到山里娃娃手中，鼓
励他们好好学习。看着老区快乐成长的
孩子，田华充满感情地说：“我是人民的
演员，为人民服务，我义不容辞！”

他是一名航天特种熔融焊接工。我
国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长征五号运载
火箭的第一颗“心脏”——氢氧发动机喷
管，都从他手中诞生。作为一名普通航
天人，他几十年如一日，为我国 90 多枚
运载火箭焊接过“心脏”。他就是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211 厂发动机零部件
焊接车间员工、全国劳动模范高凤林。

“去解小时候的迷惑”

1962 年，高凤林出生在一个工人家
庭。1970 年，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飞上太空，听到广播里响起卫星传回的

“东方红”乐曲时，年幼的高凤林产生了疑
问：“卫星是怎么飞到天上去的？”从那时
起，航天梦就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中学毕业时，母亲对他说：“报考七
机部技校吧，去解你小时候的迷惑。”七
机 部 ，是 我 国 早 先 航 天 工 业 部 门 的 简
称。一念流转，一生情牵。从此，高凤林
与航天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0年,高凤林技校毕业后，被分配
到 211 厂发动机零部件焊接车间。年轻
的他一面虚心向厂里的老师傅求教，一面
勤学苦练。高凤林的师傅陈继凤是我国
第一代氩弧焊工，“要想成为高素质的
操作工人，必须上 4 个台阶：首先要干得
好，还要明白为什么能干好，要能说出
来，并且还要写出来”。老师傅的嘱托，
至今都是高凤林衡量自己工作得失的
准则。

上世纪 90 年代，长三甲系列运载火
箭要采用新型大推力氢氧发动机，可发

动机大喷管焊接，成为研制必须攻克的
难关。大喷管的形状有点儿像牵牛花的
喇叭口，延伸段由 248 根壁厚只有 0.33
毫米的细方管组成，仅一根管子的价值
就相当于当时的一台彩电。而这些部件
全部都需要工人手工焊接而成。

全部焊缝长达近 900 米，管壁比一
张纸还薄，焊枪多停留一下就可能把管
壁烧穿或者焊漏。在首台大喷管的焊接
中，高凤林连续奋战一个多月，最终凭借
高超的技艺攻克了烧穿和焊漏两大难
关。那段时间，高凤林双手被焊枪烤得
发干、发焦、发糊，鼓起了一串串水泡。
而高凤林只说了一个字：“值！”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高凤林越发
感到知识的可贵。在离开学校 8年后，高
凤林又重新捧起课本。为了能学有所
用 ，他 选 择 了 机 械 工 艺 设 计 与 制 造 专
业。在那之后，高凤林再接再厉，又完成
了从大学专科到本科、再到研究生的学
习。厚积而薄发，有了知识的积累，高凤

林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

“十分钟就能把它焊好”

上世纪 90 年代，在为长三甲系列火
箭焊接第二台氢氧发动机的关键时刻，
公司唯一一台真空退火炉发生炉丝熔
断，研制工作一时陷入停滞。要想恢复
设 备 运 转 ，必 须 将 炉 丝 重 新 焊 接 在 一
起。那时正值盛夏，炉内氧气本就稀薄，
焊接时还要输送氩气进行焊接保护，缺
氧成为“致命杀手”。

高凤林没有任何迟疑，主动要求钻
炉抢险。同事在高凤林脚上绑上绳子，
再三叮嘱他：“如果感到呼吸困难，就马
上扯绳子，千万别逞强。”在漆黑一片的
炉腔里，高凤林打着手电筒，忍着闷热和
缺氧的窒息感，一点一点焊着⋯⋯就这
样，他三进三出，终于成功焊好了炉丝，
真空炉又恢复了运转。

一次，我国从某国引进的一种发动
机出现裂纹，该国专家现场表示，只有把
发动机拆下来运回原产地，或者请某国
焊接工来中国修,维修的价格自然不菲，

“你们不行，中国的专家谁也修不了”。
从外地赶到现场的高凤林一听这

话，虎劲儿上来了，他通过翻译告诉某国
专家：“我 10 分钟就能把它焊好！”事实
证明，高凤林不是吹牛。外方专家反复
检 查 后 ，面 带 微 笑 对 高 凤 林 竖 起 了 大
拇指。

“不休息也要多做”

多年来，高凤林一直积极参加各类
社会活动，向大众特别是学生普及航天
知识。高凤林经常应邀为中小学生上公
益课，给孩子们普及航天知识；周末时，
他走进大学课堂，给相关专业的学生传
授焊接技巧。高凤林认为科普活动意义
深远，“激发孩子对航天的兴趣，让青年
人向往和投身航天事业，这样的事，我就
是不休息也要多做”。

37 年来，高凤林攻克技术难关 200
多项，著有论文 30 多篇，获得多项国家
级荣誉。2011 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以高凤林的名字，命名了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也是首批 50 个国家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之一。现在，高凤林
所在的 19 人的班组里，有 5 名全国技术
能手、1 名中央企业技术能手和 1 名航天
技术能手。

在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文化墙
上，有这样一句话：事业为天，技能是
地。高凤林自豪地说：“焊枪就是我手
臂的延展，当事业与祖国牢牢相连时，
每一次焊接迸发出的钢花，都会让我的
生命更加耀眼。” 文/吴 思

生 命 如 钢 花 般 耀 眼
——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特种熔融焊接工高凤林

夏季的黔北，天气渐热，雨水也多了起来。虽然已经
80 多岁了，但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涪洋镇当阳
村胜利组的老支书王章礼，每天都要到村里的小水库上
巡查几趟。“要防止村里的孩子下水，容易淹着。”从村支
书岗位退下来近 20年，王章礼仍然闲不住。

王章礼所在的胜利组，2002 年前是自然村，后归入
当阳管理区，变为当阳村下面的一个组。行政区划虽然
变了，但 200 多户 1000 多名苗族村民，祖祖辈辈都散居
在四周群山的“腰杆”上。当地山高坡陡、崎岖险峻，远远
望去，村子仿佛悬在半空中。

恶劣的生存环境让一些当地人选择外出打工或搬到
外乡，但王章礼一家却始终扎根在胜利村。40 多年来，
王章礼一家共出了 5 位党员、三代支书，每一位都带领村
民干成了一件大事。

第一件事：引水

胜利村穷，穷根在缺水。村里虽有水田 700多亩，但
吃的是望天饭，喝的是望天水。靠天不如求己。上世纪
70 年代初，时任胜利村支部书记的王章礼萌生了筑坝蓄
水、修渠引水的想法。虽说相邻的正安县吴家沟水流充
足，但要想把水从三四公里外的吴家沟引到胜利村，就要
先筑坝蓄水，而后还要翻越崇山峻岭，绝壁开渠。望着重
重大山，大伙儿犯难了。

“大家想定的事情就要干。干，可能我们会辛苦三年
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不干，我们的后代子孙永远得看天
吃饭。”当时不满 20 岁的村民陈孝台，至今仍旧清楚地记
得当年王章礼给大伙做动员时的场景。

1977年，一座高6米、宽20米、底部厚10米的坝基终于
完工。虽然坝基是用泥巴和石头夯擂而成的，但看着坝基里
逐渐升高的水位，村民们对修渠引水的信心也更足了。

1980 年的冬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早一些，但
胜利村村民们的心却是滚烫的——“水坝”修好后的村民
又苦干了 3 年，终于把引水渠也修通了，胜利村缺水的历
史从此一去不复返。

第二件事：修路

1998 年，63 岁的王章礼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了下
来，谁来接过王章礼的接力棒，带领村民发展致富，成为
当时村里换届的大事。犹豫不定的时候，不少胜利村的
党员和村民想到了前些年修渠时，跟着父亲跑前跑后的
王章礼的大儿子王大洪。

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后，如何让村民们致富的问
题摆在了新一任村支书王大洪的面前。一番思量后，王
大洪发现胜利村所在的山地，坡地辽阔、光照充足，是发
展烤烟种植的理想之地。

想要发展烤烟生产，煤是必不可少的资源。因为山
高坡陡，当时的胜利村与外界的联通全靠着一条宽不过
半米的小路。运煤车只能开到离胜利村 20 公里的正安
斑竹镇。之后，就得靠村民们肩挑背扛，用人力一担担把
煤背回村里。

经过支部会议讨论，胜利村决定修一条能通货车的
新路。1998 年冬天，入村公路正式破土动工。但才开挖
了不到 1 公里，施工队就被迫停了下来。原来，路修到了
一个叫芭蕉岩的地方，芭蕉岩高而陡，靠原始工具根本不
能施工。王大洪赶紧跑到邻县正安县借来了电钻机，但
当电钻机师傅满怀信心地来到芭蕉岩后，陡峭的山崖、深
不见底的山谷却让他望而却步，转身就要走。

王大洪急了，拉着电钻机师傅的手说：“路是整村人的
希望。如果你不愿意弄，那就教我弄，我是党员，我下去
钻。”就这样，村民们用绳绑在背篼上，王大洪坐在背篼里，
从芭蕉岩顶部垂下，到悬崖半山腰开钻。

2004年，一条总长 4.5公里的泥石路终于竣工，全村
十几年靠人力背煤的历史宣告结束。通车那天，载重 5
吨的货车顺利开进村里。激动不已的王大洪把自家的猪
宰了，请乡亲们吃了一顿庆功宴。

第三件事：脱贫

2002年，胜利村变村为组，归入当阳村。两年后，王大
洪也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同年，村支部换届选举，
全体党员一致认为，王章礼一家，几十年来为村民尽心尽力、
尽职尽责，良好的家风、党性的传承无可比拟，于是一致选举
王大洪的弟弟王大生为当阳村村委会主任。而王大洪的儿
子王旭，则被选为当阳村胜利支部副书记。

2014 年，脱贫攻坚精准对标过程中，胜利组被列入
贫困户建档立卡范围的就有 87 户、312 人，贫困率达
40%，超平均贫困率 12 个百分点。为拉动广大贫困户脱
贫，王大生和王旭将自己家饲养存栏的 50 头猪分发给贫
困户，食料由王旭免费提供，猪长成肥猪卖时，按 2∶8 比
例进行分成，贫困户占八成。

“我们就投入点劳动力，分成我们占大股，若喂养过
程中猪仔夭折，也不要我们赔。”已成养猪专业户的贫困
户王尧章对王大生、王旭二人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领路人的带动下，当地先后建立起辣椒产业基地
300 多亩，烤烟基地 500 多亩，畜牧养殖散户达 40 多家，
65 户 282 人脱贫出列。“再过两年，剩余的贫困户也一定
能脱贫，胜利组‘胜利’在望。”看着不断扩大的种植基地，
王旭骄傲地说。看着自己的孙辈带着胜利组村民脱贫致
富，已经 82 岁的老支书王章礼直言，“只要是我的后人，
就要听党的话，就要一辈子为村民服务”。

三 代 村 支 书 干 成 三 件 事
——记贵州省务川自治县当阳

村胜利组王章礼一家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通讯员 王 峰

高凤林（图中戴白手套者）在向班组成员传授焊接经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