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工地上“搭积木”在工地上“搭积木”

本报记者 黄仕强

1月 5日上午 10点左右，山城依旧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

灰蒙蒙的天际与蜿蜒的山峦交织，为这座城市平添了几分朦

胧。此时，在中铁建工重庆东站 2 标西南楼的玻璃幕墙安装

现场，一场紧张而有序的高空作业正在上演。

幕墙安装工刘勇身着醒目的反光背心，站在脚手架上，目

光注视着一块长 3 米、宽 2 米的巨型玻璃，一边通过手势和口

令指挥电吸盘车驾驶员将车辆精准移动至玻璃正前方，一边

用洪亮的声音向周围的工友喊道：“现在准备安装 115 号玻

璃，大家提起精神，务必注意安全。”

话音刚落，吸盘车的机械臂向预定位置靠近，刘勇的眼睛紧

盯着玻璃边缘与框架的契合点，心中默默计算着最佳安装时机。

“好！停！”当玻璃与框架几乎完美重合，仅剩下微调空间

时，刘勇果断发出指令。与此同时，他迅速与一名工友一起手

持精密测量工具，开始进行最后的校准工作。

经过反复校对、调整，玻璃完美地镶嵌进框架，二者之间

的缝隙肉眼难辨。此时，刘勇长舒一口气，笑着对身旁的工友

竖起大拇指。

今年 46岁的刘勇从事幕墙安装工作已有 13年，他告诉记

者，玻璃幕墙的安装过程如同搭建一座精细的积木城堡，是对

工人技艺水平和耐心的双重考验。

刘勇指向刚成功安装的玻璃面板说，整个西南楼项目的

玻璃幕墙面积约有 1.3万平方米，这些玻璃面板的重量从 150
公斤到 700 公斤不等，而它们与框架之间的精度误差必须控

制在 3 毫米以内，稍有疏忽，就可能功亏一篑，严重的还可能

造成玻璃碎裂。

据介绍，幕墙安装涵盖测量放线、预埋件安装、立柱安装

等 10 多道工序，所有工序均由安装工人独立完成。因此，工

人不仅需要精通每一道工序的操作技巧，还需具备操作吊车、

吸盘车等特种作业车辆的能力。

该班组的班组长胡建金表示，幕墙安装在工地属于技术

含量较高的工种，一个新手成长为能够熟练应对各种挑战的

成手，通常要经历一至两年的深入学习和实践磨炼。

闻言，刘勇若有所思地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目光转向等待

安装的玻璃面板，说道：“幕墙安装这行确实要求高，但只要肯

下苦功夫，干活时心到、眼到、手到，就能最大限度确保安全施

工，给高楼大厦穿上漂亮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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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昱霖 本报通讯员 刘昆 黄涛

蝉蜕、辛夷、白及……近日，走进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丛台

区的毛猴非遗技艺传承人宋波家中，只见在一张摆满各类材

料的方桌前，宋波正一手夹着毛猴，一手操纵镊子清理上面

的污垢。

宋波今年 42岁，他的岳母王秀云是毛猴非遗技艺第 5代传

承人。在岳母的精心培养下，宋波很快掌握了毛猴的制作技法。

2020年 4月的一天，岳母突患重病，躺在病榻上的她不忘

提醒女婿勤练毛猴技艺。“岳母让我制作‘毛猴迎亲’，这个作

品由 20 多只造型各异的毛猴组成，难度很大，我一直不敢上

手。”宋波说。

在岳母的再三鼓励下，宋波尝试挑战这个高难度任务。

制作过程中，他遇到不少难题，如何让毛猴的表情、动作

更丰富就是其中之一。

为突破技术瓶颈，他经常到婚庆活动现场观察人们的一举

一动，回家后再试着用毛猴来重现这些场景。经过两个多月的

精心打磨，宋波完成了创作。“看着我带来的‘毛猴迎亲’，岳母

当时很高兴，嘱咐我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宋波回忆说。

岳母去世后，宋波谨记老人嘱托，一面继续勤学苦练毛

猴制作技艺，一面积极参与展示活动，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

毛猴非遗技艺的魅力。

“邯郸是成语典故之都，把成语典故里的人物做成毛猴

文创产品多好。”在 2023 年 9月的一次非遗进校园活动中，一

位女老师的话激发了宋波的创作灵感。之后，他大量搜集和

学习成语典故，尝试创作邯郸成语系列毛猴文创。

采访当日，宋波在桌前摆满了毛猴文创。“卢生”枕着手

枕安睡，“蔺相如”举起和氏璧做欲摔状，“赵武灵王”练习骑

射……在他的巧手摆弄下，一只只小毛猴惟妙惟肖地模仿着

黄粱一梦、完璧归赵、胡服骑射等邯郸成语里的人物动作。

毛猴的传统制作材料仅有蝉蜕、辛夷、白及和木通 4味中

药材。为了表现成语故事中的丰富内容，宋波突破材料限

制，将面塑和叶脉画等非遗技艺的材料引入毛猴制作。“比

如，胡服骑射中的白马，完璧归赵里的和氏璧，都是用面塑和

叶脉画的材料制作而成的。”宋波说。

宋波的大胆创新，让邯郸成语系列毛猴文创产品不断出

圈，受到欢迎。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一只沾满泥浆的袜子锁定盗窃人员、一把缠有黑胶布的橡胶榔头 18 年后追踪到凶手……杨帆用科技手段让物证“说话”——

生 物 物 证“ 解 码 人 ”

在多彩萤石中探寻地球奥秘

本报记者 裴龙翔

一尘不染的操作台上，上海市公安局刑

侦总队刑技中心生物物证室副主任杨帆正悉

心处理一只沾满泥浆、恶臭扑鼻的袜子。这

只袜子正是破案的关键物证。

连续奋战 5 个小时，杨帆终于从袜口卷

边处提取到关键生物信息，直接锁定一名有

前科的盗窃人员。

从警 10 年来，杨帆经手生物物证 1 万多

件，为 2000多起刑事案件提供关键线索，5年

内直接助力破获命案积案 46 起，率队帮助

230多个失散家庭重新团聚。

让尘封的物证“开口”

无死者明确身份、无社会关系可排查、无

侦查和技术手段可使用，1997 年初夏，淀山

湖畔的灌木丛中惊现一具无名女尸。死者面

部和胸部被压上了一块重石，不远处的地上

留有一个旅行包。这起让侦查员头疼的“三

无”案成为当地分局的“一号案”。每一次积

案攻坚都要拎出来重新审视一番，许多老侦

查员退休时最耿耿于怀的就是该案未破。

24 年之后，这包衣物摆上了杨帆的操作

台。杨帆大胆设想，能够举起这块重石的应

当是个男人，他会不会和死者有特殊关系？

于是，他把死者的贴身衣物剪成几十片，交叉

运用多种新科技，从中提取到两名男性的生

物信息。

运用前沿比对法，杨帆帮助侦查员找到

其中一人，确认死者就是其妻子。再顺着死

者身份深查，发现多名与其关系密切的可疑

人员。随后，杨帆团队辗转全国多地，采集检

测生物样本 100多份，最终锁定嫌疑人。

尘封的物证在他手中“开口说话”的故事

还有很多。他曾另辟蹊径，从一条勒死死者

的毛巾背面提取到关键物证，从被遗弃的行

李箱塑料内层角缝中找到凶手血迹。为侦破

一起 20 多年前的命案，杨帆团队曾辗转 6 省

15市，行程 30万公里。

为物证检测提供“新”方案

2002 年 1 月，一名摩的司机在野外遇

害，头部有严重打击伤，身边的财物被洗劫

一空。侦查员从寒冷的河水里打捞出作案

工具——一把断裂的、木柄上缠有黑胶布的

橡胶榔头。限于当年的检验条件，榔头上除

了被害人的血迹外，无法提取到其他有效生

物物证。此后，侦查员连年侦办，技术员多

轮检测，但提取到的生物信息始终有残缺，

难以明确嫌疑人。

18 年之后，这件唯一的物证摆在了杨帆

案头，他朝思暮想如何“唤醒”这件尘封 18年

的物证。他一遍遍推演作案过程，小心翼翼

设计提取方案，用多种方法交叉检验……两

天后，终于从包绕榔头柄部的黑胶布上找到

突破口。他创新使用“化整为零”的提取方

法，从中提取到可作为证据使用的完整生物

信息。侦查员据此追踪，一周后将在老家潜

藏 18年的凶手抓获归案。

眼下，杨帆正带领团队向“新”而行。他

领头的生物物证室是全国唯一由省级公安机

关主办的法医物证领域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目

前正在推进全国首家新型生物物证数据库建

设，致力为实战打击提供新质战斗力。

照亮失散亲人的回家路

杨帆还致力于失散亲人的亲缘关系认

定，用科技照亮他们的回家路。

2021年 7月，得知公安部正在开展“团圆

行动”，63岁的上海市民老胡向警方求助寻亲。

民警为老胡登记了信息、采集了血样，然

而经全国打拐数据库比对，并没有比中结

果。难题由此交到杨帆手中，此时，他历经数

年研发的“复杂亲缘指数计算软件”，已成为

点亮团圆希望的秘密武器。杨帆利用该算

法进行样本比对排查，发现江苏句容 42岁的

方先生与老胡可能存在亲缘关系。

经过证实，方先生的父亲确实有个弟弟

因为出生时条件艰苦，被送到了孤儿院，之后

就失去了联系。民警在句容找到了 69 岁的

方老先生和他的兄弟姐妹。杨帆设法重建已

去世的方家父母的基因模型，再与老胡的生

物样本进行比对，确认了亲缘关系，九兄妹时

隔 63年后重新团圆。这也是“团圆行动”中，

上海找到的失散时间最久的一家人。

“可以确定双方的生物学亲缘关系……”

每一次的认亲现场，杨帆在宣读鉴定结论时，

眼眶都是湿润的。自 2021 年“团圆行动”开

展以来，杨帆团队已为 230 多个失散家庭重

新团聚提供有力科学依据。

因救火导致肺部严重受损，张小蔚接受了肺移植手术。出院第二天，他就回到工作岗位——

不停步的张小蔚
本报记者 祝盼 本报通讯员 苗莹

新春在即，又到了张小蔚最忙碌的日

子。记者来到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张家

村街道，寻找张小蔚。

张小蔚是谁？

2020年 10月，张家村街道发生了一场

火灾。陕西省劳动模范、街道办安监所负

责人张小蔚第一时间赶去救援，因在现场

长时间吸入大量有害气体，他的肺部严重

受损。

半年后，他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了肺

移植手术。刚刚度过危险期，身上还插满

管子的张小蔚艰难地坐起身来，向家人一

一叮嘱辖区内各小区、单元楼的安全隐

患，催着家人打电话传回辖区。

“你现在身体最重要，真把自己当神

了？”家人说。

“我可是辖区的‘安全守护神’。”看到

家人着急的样子，他开起了玩笑。

就在出院回西安的第二天，张小蔚回

到了工作岗位。

名人“小张”

“张劳模，我们知道，是位救火英雄”

“他冲进火场救援，最后把肺弄伤了，很感

人”“小张是劳模志愿者服务队的领头人，

这些年做了不少好事”……张小蔚在辖区

的知名度，让记者很快找到了他。

身穿棉衣、牛仔裤和小白鞋，戴着眼

镜，身体笔挺，说话风趣幽默，头发虽有些

灰白，但十分精神。除了不时地咳嗽，很

难让人将换肺和他联系在一起。

“遇到变天，偶尔咳嗽一两声，不打

紧。我算是很幸运，目前跟这个‘伙计’配

合得还不错。”说着，他指了指自己的肺。

“您今年多大了，我看大家都叫您‘小

张’。”记者忍不住发问。

“55岁，在基层干了 18年，‘小张’早成

‘老张’了，但大家还是一直这么叫，显得

亲切。”张小蔚解释道。

2020 年 10 月 16 日，张家村街道友谊

西路的一个家属院发生火灾。早于消防部门

抵达现场的张小蔚，在得知屋里居住的是 70

多岁的老人时，戴着简易呼吸机就冲进了

火场。

楼道里布满浓烟，张小蔚找了一圈也没

看到人，此时火势已经起来，他只好先撤了出

来。听说老人并不在屋里，他一颗悬着的心

才终于放下。

可就在消防员布置好灭火设施后，却因

为物业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消防水阀里

的水流不出来，必须有人进屋关掉阀门才能

保证消防水阀出水。

张小蔚想都没想，第二次冲进了火场。

一片浓烟中，他摸索着准确找到了阀

门。水来了，火很快被扑灭，他却因为吸入大

量有害气体，导致肺部严重损伤。

此后，他频繁进出医院，直到 2021年 5月

底，病情进一步恶化，不得不在北京进行了肺

移植手术。

“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还是会

选择冲进火场救人。”张小蔚说。

“移植手术后，张所长依然全身心投入工

作，让人佩服。”与张小蔚共事 10 年的高飞告

诉记者，张小蔚的精神感染着身边的人。多

年来，张小蔚多次参与灭火救援、抗震防汛等

险情处置，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身上留下了

10多处伤疤。

肺移植手术之后，需要较长的恢复过

程。“术后医生嘱咐，让他回家就办病退手续，

但是他有他的追求，我不能剥夺他对工作的

这份热爱和热情，更不愿拖他的后腿。”张小

蔚的妻子李景芳说，张小蔚的坚持感动了家

人，最终她选择了默默支持。

获得新生

重返工作岗位后，辖区居民发现，张小蔚

往社区、街道跑得更勤了。

大家劝他多歇一歇，他却总是一边笑着

回应“自己不累”，一边气喘吁吁地大步往前

走。“就没见他停过脚步。”居民们说。

张小蔚工作的张家村街道办，位于西安

市主城区核心区域，面积 5.8 平方公里，常住

人口 18 万人，涉及 20 个社区、2158 家企事业

单位，安全生产任务艰巨。

常年扎根基层，辖区的消防设施在哪，

哪个救援设备如何开启，哪家企业的灭火器

该换了，哪个单位的消防通道该整治了，这

些张小蔚都了如指掌。

采访张小蔚的过程中，不时有居民上门

找他。

跟随张小蔚入户，记者看到，他在爬楼

梯或疾步走时，会不时发出大的喘息声。“正

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在 93%以上，我现在是

87%左右，一着急人就会喘气。”喘得严重时，

张小蔚不得不停下脚步休息片刻，等好一点

儿了，就又投入工作。

换肺到现在 1300多天，张小蔚感觉自己

仿佛获得新生，更有精气神儿，做事也更

专注。

“我现在想的就是，珍惜生命中的每一

天，去做更多的事。”张小蔚说。

成为张小蔚

张小蔚在辖区的名气，不仅源于他对本

职工作的兢兢业业，还与他身后的一支服务

队息息相关。

“小张呀，阿姨家里锅炉有问题，你快来

看看。”“我是个盲人，能不能帮我钉个相框，

清洗一下空调。”……每当接到这样的求助

电话，张小蔚总是第一时间提起沉甸甸的工

具箱，往求助者家里走去。绿色的工具箱

上，“张小蔚劳模志愿者服务队”几个红色

大字格外醒目。

13年前，张小蔚联合同事、朋友成立志

愿服务队。2015 年，志愿服务队正式更名

为“张小蔚劳模志愿者服务队”。

“对于独居、孤寡老人以及残障人员来

说，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可能就是他们生

活中的大麻烦。”张小蔚说，“解决了他们的

问题，就解决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2024 年“五一”前夕，劳模服务队组织

医生在陕安北苑小区义诊，当时，60岁的居

民周瑞萍头晕得厉害，医生判断有可能是

心梗，建议去医院进一步检查，由于子女不

在身边，周瑞萍并不愿意去。

张小蔚不放心，带着周瑞萍去了医

院。经过检查，她的心脏双侧血管已经堵

塞了 85%，情况危急，医生立刻安排了手

术。“手术很成功，这两天老人就要出院

了。”张小蔚说。

在张小蔚的影响下，不仅他的爱人、儿

子加入了公益事业，更多普通人也成为“张

小蔚”。如今“张小蔚劳模志愿者服务队”已

壮大至446人，累积服务时长超50万小时。

“再过几年老张退休了，志愿服务队怎

么办？”记者问。

“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张小蔚。”

志愿服务队的一名队员回答说。

张小蔚（右一）
在为社 区 独 居 老
人检查电路、更换
电线。

受访者供图

近日，在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邹灏
（后）在给成都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四年级的
学生讲解萤石矿的特点。

85后邹灏是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他以国家战略性非金属矿产为研
究方向，扎根科研事业，创新战略性矿产萤
石矿的成矿理论，解决了萤石成因机制中
的关键科学问题，并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
表多篇论文。

除了带领科研团队在实验室做相关研
究外，邹灏还要经常带着学生和团队青年教
师赴野外风餐露宿，在全国各地考察探寻
萤石矿。为了能更好地传播地球科学的知
识，吸引更多学生来探寻地球科学的奥秘，
邹灏开始试着做地学知识科普。他通过到
四川光雾山、大相岭等地拍摄录制科普视
频，义务为中小学生当科普教师，发表科普
论文等方式，来推广传播地球科学知识。

“为地学培养更多后备人才，是我作为
青年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邹灏说。

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