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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活动服务产品研发者张涵：

小梦想点亮大市场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3岁至6岁的小朋友因为年龄小，个子矮，所以和他们
说话时必须要蹲下！”

“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小朋友，能听懂什么是‘二氧化
碳’么？表达方式要幼儿化，再想想！”

记者见到张涵时，她正在筑梦市集活动彩排现场，认
真、耐心地教授家长该如何与自己的孩子沟通。

在 2013 年成为母亲后，拥有多个行业工作经历的张
涵，把目光投向了亲子行业，她开始筹备筑梦市集平台，提
供优质亲子活动服务。在张涵看来，“这是一份小而美的事
业，更是一份满满正能量的工作”。

事实上，这一想法的背后，蕴藏着一个大市场。据估
算，仅贵州贵阳市有 0 岁至 6 岁孩子的家庭就达 20 万户。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规模还将持续上升。但是，贵阳的亲
子行业市场还未培育起来，门类极为有限，只有艺体培训、
儿童游乐、亲子餐饮等类别。

张涵和她的团队在做了详细调研后，认为“客户的痛点
在于‘爸爸去哪儿’和‘去那儿没意思’。一方面，孩子对传
统培训机构举办的兴趣班也许并无兴趣，亲子活动提供方
匮乏、内容良莠不齐、活动体验差；另一方面，随着父母文化
素质的普遍提高，对亲子活动的选择也越来越挑剔”。

为了实现产品创新型、标准化和规模化兼具，张涵率项
目团队到北京、上海、新加坡等地做考察，最终针对贵阳儿
童场馆硬件设施完备、但软件服务相对欠缺的实际情况，研
发出幼儿体能感统训练、熊博士科学秀、匠心筑梦儿童文创
系列活动等多个标准化产品，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一个释
放自我的成长空间。

2017 年 9 月份，筑梦市集举办了第一场跳蚤市集活
动，火爆场景让张涵至今记忆犹新，不少小朋友对其推出的
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晚上都有小朋友用父母的手机给我
们公众号发语音，这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做最好内容、提供最
优质服务的信心”。截至目前，筑梦市集已经与 40余家幼
儿园达成合作，家庭用户数超过9000户。

福州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陈承仪：

海西“第一闸”是这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齐 慧 通讯员 孙嘉奎

今年44岁的陈承仪出生在铁路家庭。小时候，他梦想
长大后成为一名火车司机。

1993 年，陈承仪从广州铁路机械学校毕业，被分配到
福州机务段工作。经过刻苦学习，2000年他如愿考取了内
燃机车司机。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为心里热爱，陈承仪把全部业余时间都放在了学习
新车型上。他不单向书本学，还随时向同事请教，并结合行
车案例做分析，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如今，陈
承仪已成为福州机务段唯一一名全面掌握 CRH1 型、
CRH2A 型、CRH5 型和 CRH380 型 4 种车型 7 种不同编组
动车组的全能型动车组司机。

2009年初，福建境内第一条高速铁路——温福铁路进
行开通运营前的联调联试，陈承仪等 6名司机被选为联调
联试司机。由于高铁动车速度快，就像“贴地飞行”，人们又
通常把参与联调联试的动车组司机称为“高铁试飞员”。

在外行人眼里，动车组跑得越快越显示司机水平。然
而，在内行人看来，动车组列车正点、平稳、准确地停到指定
位置才算真水平、真本事。新线联调联试最难的，就是在规
定的距离内保持一个速度值贴线运行。陈承仪把“贴线运
行”的难度比喻为：“好比一个人徒手画一条10米长的直线
不许歪斜。”

经过苦练，只要是陈承仪驾驶动车组列车，联调联试数
据都是“一次过”。一般司机停靠的精准度偏差控制在 20
厘米以内，但陈承仪一直将偏差控制在5厘米以内，他也因
此被誉为海西“第一闸”。福州机务段总结提炼陈承仪的动
车操作心得和经验，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陈承仪动车平稳
操作法”。如今，这一操作法在全路推广，成为动车组司机
平稳操作的“金科玉律”。

从温福铁路联调联试起，陈承仪就一直担任“试飞
员”。目前，他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福建省所有新线联调联
试的动车组司机。

“过去，进出福建只有一条鹰厦铁路。如今，几乎省内
市市都通了动车。作为司机，我觉得变化最明显的是，原先
从福州跑到武夷山要六七个小时，如今两个小时就够了，真
是飞一般的感觉。”说起福建铁路发展，陈承仪满脸骄傲。

驾驶动车组列车 9 年来，陈承仪已安全行驶 386 万公
里，跑遍了福建的山山水水。2010 年，陈承仪参加全段业
务技能大赛，成绩名列前茅。在参加全局技能比武大赛中，
他荣获第一名。因为工作表现突出，2017年陈承仪当选为
党的十九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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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承仪工作的场景。 孙嘉奎摄

一 脉 相 承 到 百 年
——追记“红色理论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郑德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己平

2016 年 1 月 份 ， 郑 德 荣 90 岁
时，恰逢从教 65 年，名流聚首，师
徒兴会，郑老讲了近 3 个小时。他
历数一生的经历，谈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从求学到任教，从对中共
党史的研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探索，从如何发现问题，到如何
解决问题，极富感染力。台上老人
津津乐道地讲，台下听众专心致志
地 听 。“ 我 今 年 90 岁 ， 再 过 5 年 ，
建 党 100 年 时 ， 我 与 党 一 起 过 生
日。”郑德荣最后说。

2018 年 5 月 2 日，直肠癌全身转
移的郑德荣教授在病床上摘下氧气
面罩，艰难地叮嘱，让学生继续修
改他已入选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大会的论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 历 史 进 程 、 主 要 成 果 和 宝 贵 经
验》。5月 3日凌晨，他安详辞世。

信仰了 60 多年的共产主义，讲
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红
色理论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郑德
荣的一生。

郑老的世纪追求

在老邻居眼中，郑德荣老先生
与常人无异。没有校长的架子，天
天早上都到南湖散步，见谁都要关
心关心。他最喜欢小孙女，如果路
上碰见哪位，都不忘夸一夸他的孙
女漂亮有礼貌。

平凡的郑老并非普通的模范人
物，笃信马列主义让他走上了人生
高峰。

1926 年 1 月份，郑德荣出生在
吉林延吉龙井。解放战争时期，他
与 3 位同学忍饥挨饿，靠着每人一
把黄豆投奔解放区，并被安排到东
北大学继续读书。

在这所大学里，郑德荣师从著
名 文 学 家 公 木 ， 那 个 穿 黄 大 衣 上
课，平易近人的诗人。他也认识了
西装革履的张如心教授。张如心早
年留学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最早研究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名人
信 仰 共 产 主 义 ， 对 郑 德 荣 震 撼 极
大。1952 年郑德荣毕业留校，做了
一名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教员，“延
安四老”之一的成仿吾当时是校长
兼教研室主任，在世界观上彻底改
变了郑德荣这个年轻人。郑德荣历
经民族苦难，历尽艰辛，最终走上
了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东北大

学的红色教育和高素质导师，成就
了他的格局、品质和价值观。1953
年，郑德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信仰的力量让 27 岁的郑德荣成
为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当年在对中
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的研究中，他悟出：中国共产党在
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一步步走向
成熟，最终夺取政权，靠的就是马
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
是毛泽东思想。郑德荣 10 万字的
讲义，后来成为他第一部著作的雏
形。之后，便一发不可收。郑德荣
一 生 撰 写 的 学 术 著 作 和 教 材 有 50
多部，高水平学术论文 260 多篇，
奠定了中共党史的学科基础，在海
内 外 享 有 崇 高 的 学 术 声 望 和 学 术
地位。

坚实的治学，让郑德荣在 1978
年成为副教授。1983 年，凭学术成
就和高尚的个人品格，他出任东北
师范大学副校长。在 1986 年卸任副
校长职务之后，他继续在党史专业
耕耘，成立了第一个毛泽东思想研
究所。

郑老的孙女郑凯杰说，爷爷给
她最深的印象是，活到老学到老。

研究，永远立于潮头之上，不
吃老本，自我超越。从 80 岁到 90 岁
的 10 年间，是郑老又一个“学术黄
金期”。他共承担了 3 项国家课题，
出版了 5 部学术专著，发表了 70 多
篇论文，仅 2011 年一年，就发表文
章 14篇。

今年 81 岁的老邻居孙柏枫，从
1961 年起就是郑老在东北师大的同
事。孙柏枫是东北师大体育学院运
动医学教授，她对人体脉络的研究
被郑老挖掘出来，他希望找到医学
与马列的关系。“郑老师是有自己想
法的人，他曾问我人体什么脉络最
重要？后来我发现他问这个是要与
他的研究对接。他说毛泽东思想与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是 一 脉 相 承
的。”孙柏枫说。

2013 年郑德荣得了癌症，但他
始终非常乐观，始终没有间断研究
工作。

郑老的三子郑晓亮这样评价父
亲，“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此生从未
动摇过”。郑晓亮说，“马克思主义
已经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在我母亲
送葬那天，他的学生在家陪他，他
让 学 生 给 他 念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 著
作，讨论问题。他说这样是对老伴
最好的纪念”。

“67 年 干 一 件 事 ，平 凡 处 见 伟
大 ，细 微 处 见 精 神 。 他 76 岁 上 讲
台 ，90 岁 作 报 告 。 得 了 癌 症 后 他
说，‘我一上台就什么都忘了’。一
生奉献和坚守是郑老精神的核。”东
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延这样评
价郑德荣。

一生传马终不倦

哲 学 上 的 最 高 境 界 是 知 行 合
一。作为高校教师，郑德荣在课堂
上娓娓道来；作为校长，他在学科
建设上高屋建瓴。他把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当作一种实践，作为事业
和生命体现在教学、研究和行为的
过程中。郑老去世后，中共党史著
名学者逄先知、李君如、张启华等
老先生如此评价郑德荣：“他的道德
文章、行为思想高尚完美。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

《中共吉林省委作出向优秀共产
党员郑德荣同志学习的通知》 中这
样表述：郑德荣一生在马言马，懂
马信马、传马护马，忠诚信奉和坚
定实践马克思主义，是忠诚于党，
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典范。他一辈子
的老朋友孙柏枫说他不愧于自己的
名字，郑德荣，人正、大德，受人
尊重。

郑德荣学史出身，研究主流意
识形态。“郑老做的是学术，没有
贴 政 治 化 标 签 。 他 的 研 究 与 时 俱
进，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不失语
不失声，体现着科学家精神。”东
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杨晓慧说，郑
老 有 句 名 言 ： 有 一 分 证 据 说 一 分
话，是学术研究与价值认知的高度
统一。

东北师大校长刘益春总结郑老
的学术方法是强调史论结合，为学
术立命。为人的魂就是信仰，他的
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命要有生
命力，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
践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他讲的是活的马克
思主义。

教材是老师与学生间的纽带，
郑老做的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教育
理论编进教材变为教学，使之成为
对学生价值观的教育。《毛泽东思想
概论》 是上世纪 90 年代起全国高校
公共课通用教材，《中国共产党历史
讲义》 是改革开放后全国高校通用
党史教材，这两部教材都是郑老编
写的，再版多次，发行量都突破了
百万册。

郑老传习马克思主义，不仅传知
识，而且传信仰。程舒伟是郑老的博
士生，从 1998 年起一直在郑老身边。
程舒伟说他当年以历史系副主任的
身份考取郑老的博士研究生时，郑老
师还是要“考察考察”，看他的表现，
防止把马列主义当敲门砖。

孙 金 玉 ， 东 北 师 大 化 学 学 院
2014 级本科生，学校“青马学会”
成员，一个温婉可爱的小女生，在
郑老师的影响下从化学系保研到思想
政治教育念硕士。“这源于 2016年的
一个报告会，郑老师讲的是《中国道
路纵横观》。郑老师老骥伏枥，保持
热情，打动心灵，他的人格魅力影响
了我。期待二三十年后我也能像郑
老那样，饱含深情讲出来，这是很
幸福的事。”孙金玉说。

有人说郑老跟形势太紧，但哲
学大家高清海却对郑老高度评价，

“对一个党史学者，必须与党的理论

实践密切结合。郑老是最善于在实
践中找题目，做课题的人。”一次上
课，郑老该讲新民主主义论，但那
天正赶上三峡大坝合龙直播，郑老
说今天这堂课就是收看电视直播。
研究课题，必须关注国家发展，民
族命运。

生命与信仰融一体

郑德荣保持着党史工作者应有
的尊崇态度，也保持着学者的批判
精神，对党内的“四风问题”他忧
心忡忡，对自己则严格要求。郑老
当副校长那会儿，儿媳凭自己的能
力考到东北师大财务处工作，他听
说后坚决不让去。之后，他找儿媳
谈 话 说 ， 你 工 作 的 事 ， 我 心 存 内
疚，但是我在领导岗位上，难免让
人感觉是以权谋私，希望你理解，
在组织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必须考虑
大局。

郑老是严父。在他的影响下，三
个儿子都从事党史研究工作。郑老
爱学生，就像郑老二女儿说的，他对
待学生比对待子女要好。

郑 老 更 是 诲 人 不 倦 。 2016 年
12 月份，已是 90 高龄的郑老到吉林
省社科学会年会上作报告——《深
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
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长春理
工大学党委书记杨玉新回忆郑老讲
课的情景时说，“郑老那天提前 1 个
小时就到了会场，他讲课声如洪钟，
说理透彻，立意深远，是真学真用，
是党史工作者的榜样”。

2018 年 4 月 5 日凌晨 3 点左右，
郑 老 对 儿 子 说 出 最 后 一 句 完 整 的
话：“告诉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
不忘初心。”

胡海波是被郑老称为朋友的东
北 师 大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部 教 授 。 他
说，在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
研究中，有些学者用“本体论”理论
寻找物质世界存在的依据。西方本
体论讲的是个人生命有限，郑老把
个 人 信 仰 与 中 国 共 产 党 联 系 在 一
起，把自己的命运与党紧紧联系在
一起。生命与之一体，从此有了永
恒，有了无限，这种力量的人格化，
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总是精力充沛，
动力十足。

郑老在从教 65 年座谈会演讲时
表示，要与党一起过百岁生日，对党
的无限忠诚与信仰，是他用半个多
世纪悟出的精神财富，并深化到灵
魂中。那次讲话让胡海波教授醍醐
灌顶，多年没有理解郑老，从这一刻
领悟了。在之后与郑老的一次谈话
中，郑老颔首，“你理解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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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德荣生前始终保持着党史工作者应有的尊崇态度和学者的批判精神。

资料图片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郑德荣还在医院的病床上和学生胡范坤修改论文。

当时，郑德荣说话已很困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