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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宋少敏

厚达几米的铅门，要用多大力气才能拉开？在山东青岛

凯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工程师李立青轻轻按下悬挂在门口的遥控钥匙，原本需要花

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拉开的沉重大门自动徐徐打开。

这个铅门电动装置是李立青众多小发明中的一个。走在

凯能环保的厂区里，李立青的微创新随处可见。自 2007年加

入凯能环保以来，他编制专用焊接工艺和制造工艺 500余项，

完成技改 60余项，为企业节省资金 50多万元。

2003 年，李立青开始从事焊接相关工作，一步步从焊接

技工成长为焊接技师、焊接工程师。辗转多家企业的经历，让

李立青充分接触了国际、国内市场，技术视野得到不断拓展。

目前，他已持有射线检测三级证书、超声波检测三级证书，以

及欧盟认证的三级无损检测职业资格证书、美国 ASNT 认证

的三级无损检测证书。

在凯能环保公司从事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后，他更加

深刻地体会到在细节上发挥匠心的重要性。工作中，细微的

焊接缺陷、细小的安全隐患，都成了他创新的突破口。

2021 年，哈尔滨锅炉厂向凯能环保公司发出订单，要求

产品承压 50兆帕，这让公司的研发团队犯了难。由于企业日

常生产的产品，承压要求只有 10兆帕，5倍的承压差距让研发

人员经历了 1个多月的实验攻坚，才终获成功。

然而，焊缝检测，这一新的难题又随之出现。

产品通过焊缝检测，才能进入承压实验环节，根据当时的

情况，想要如期交货，只能使用最新引进的 DR 射线数字成像

检测设备，但待检测产品宽度远超设备允许的可进入宽度。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李立青突发奇想：能不能对设备承载

平台进行微改造，让待检测产品在平台上可以左右移动，这样

宽度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经过研究，李立青带领团队投入不足 5000 元，就完成了

设备微改造。仅哈尔滨锅炉厂一个订单，就为公司节约成本

15万元。

“微创新、小革新都可以汇集成大效益。”李立青说，未来

希望可以不断优化公司的生产流程细节，让创新于细微处结

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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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孙雯 苗莹

“您在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教学一线，是

什么信念支撑着您？”

“你是如何在高强度的工作中一直保持

良好状态的？”

……

不久前，2023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教育集团总校校长、

党总支书记吕高愿与学生面对面，共话青春奋

斗，不少学生向他发出“灵魂拷问”。

“一生执着追求，唯有教书育人。”面对学

生的提问，吕高愿用 12个字诠释自己的初心。

40 年的教学生涯，吕高愿从一位普通青

年教师，成长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

教育专家，并带领学校走上集团化发展之路，

让一座座“新校”成为“名校”，让更多孩子享

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草帽校长

“优秀的校长，不应满足于把某一所学

校办成好学校，而是要努力让更多孩子享受

优质教育资源。”2017 年，吕高愿主动扛下重

任——接收薄弱学校原西安市第四十中学、

原西安市第九十二中学为八十九中教育集

团尚德中学、弘德中学，并新建现代化学校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分校。

在吕高愿看来，真正的教育集团化发展

是要在各个学校内部进行彻底的整合。一场

大刀阔斧的改革由此拉开大幕。

为了从根本上对薄弱成员校进行提升改

质，他大胆革新，打破校际界限，实施统一管

理、融合发展。在人事制度上进行“总量控

制、自主聘任、自主管理”，在绩效考核上实行

“按劳分配，优劳优酬”，各成员校的发展内驱

力被充分激发。

那段时间，吕高愿日夜奋战在新校址的

施工工地上。他每天都戴着一顶草帽，晴日

遮阳、雨天遮雨，被同事们调侃是“草帽校长”。

从校园规划、项目审批到工程建设、监督

验收，他一直坚守在施工一线，见证了这里的

一砖一瓦“长”成菁菁校园。

以学生为本

改革之路势必困难重重。

八十九中的一个年级需要整体搬迁到原

西安市第四十中学，学生、家长以及老师的生

活节奏都会因此被打乱，一些家长不接受，有

的学生也很困惑。

迁校初期，吕高愿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来

自各方的阻力。他和老师们一起挨个入户学

生家庭，面对面解开家长和学生的心结。

“当时，有一名学生，家住在西七路附近，

平时由爷爷奶奶照看，所以前往炭市街附近

上学特别不方便。”八十九中党总支副书记李

政平回忆说，了解到家长的实际困难后，吕高

愿立即决定，由学校每天派专人接送这名学

生上下学。

吕高愿的这个决定深深打动了家长，让

他们看到了学校以学生为本、对学生负责的

态度。

最终，吕高愿和老师们克服重重困难，得

到了学生和家长的理解与支持。

“新校”成“名校”

近几年来，在吕高愿带领下，八十九中教育

集团通过新建、改建、扩建，整合既有教育资

源，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如今，八十九中教育集团拥有 10所成员

校，万余名师生。其中，由吕高愿任校长的

“一长多校”成员校就有 5 所：西安市第八十

九中学，八十九中教育集团尚德中学、弘德中

学，八十九中分校，西安市汇知中学。

“在家门口就可以让孩子享受到八十九

中的优质师资，别提多高兴了……”不少学

生家长惊喜地发现，家门口的学校变成了好

学校。

教育集团接管原市四十中、九十二中后，

仅用3年时间，学校就从连年“无生可招”，变为

招生“一位难求”。2020年新建八十九中分校

首次招生，便以 614分的录取成绩完成了 300
人的统招计划，这所“新校”一举成为“名校”。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吕高愿还带领

教师团队积极探索课堂教学的新途径、新方

法，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精品课程。依

托总校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成熟的“教师梯

次培养计划”，集团对各校区、分校的教师实

行统一梯次培养，锻造出了一支素质过硬的

教师队伍。

虽然年已花甲，但吕高愿仍有一颗赤子

之心，每天奔走在他热爱的校园里。

他 带 领 学 校 走 上 集 团 化 发 展 之 路 ，让 更 多 孩 子 享 受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

吕 校 长 的“ 办 学 经 ”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陈俊宇

5 月初，首届南京矿物宝石化石博览会

开展，10 余件曾在地球生命进化史上具有

重要意义的国宝级化石标本亮相。李氏源

掠兽化石标本是其中之一。

3 年多前 ，2019 年 12 月 6 日 ，《科学》

（Science）在线发表了关于李氏源掠兽的研

究成果。在“中国古生物学 2020 年度十大

进展”中，该项研究位列首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毛方园正是这一研究的负责人。

她的另一项研究成果也入选“中国古生物学

2021年度十大进展”。

今年 4月，这位致力于早期哺乳动物研

究的 80后科技工作者，荣膺第十八届“中国

青年女科学家奖”。

探寻奇妙的生命演化，毛方园徜徉在一

条未知、神秘的漫漫长路上。

“一次定终身”

本科学的是地质学，硕士在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攻读孢粉学专业，为何

会在博士时选择进入古脊椎动物研究领域？

毛方园笑称，“一次定终身。”

2008 年，硕士研究生二年级的暑期，毛

方园参加了在内蒙古二连盆地的地质考

察。那里沉积了东亚地区比较完整的古近

纪陆相地层，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是研

究古近纪哺乳动物演化、古生态和古气候变

化的理想区域。

这位在南方出生、长大的姑娘，第一次见

到了荒漠戈壁，遇到了一堵墙般袭来的沙尘

暴，赶上过大雨雷暴等极端天气，也邂逅了

海市蜃楼。在那片半无人区，条件十分艰苦。

毛方园的任务是孢粉采样。这是古生

物地层学研究的常用方法，依据孢粉样品来

分析古环境的植物组成和气候变化、判定地

层沉积时间。

100 多米的剖面，间隔 1.5 米进行取样，

一个点位，采一袋孢粉样，整个剖面下来，样

品装了满满一包，沉甸甸的。遇到她翻不过

去的土坡，老师们就一镐一镐帮着开道。身

处荒漠时的“过命交情”，让她“想要跟着这

个团队继续学习和研究”。

持续半个月左右的地质实习后，毛方园

毫不犹豫地决定考博，专业转向古脊椎动

物。“我想去野外探索未知的不确定性的事

物。”对不愿循规蹈矩的她而言，找到了“释

放天性”之处。

这次实习的带队老师、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元青，后来

成了毛方园的博士生导师。

2013 年博士毕业后，毛方园进入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摸索

中确定了早期哺乳动物这一研究方向。

来自上亿年前的“不可思议”

“发现了达尔文时代提出的哺乳动物中

耳渐进演化的关键证据链”，这是毛方园获

评第十八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时的一

句介绍。

哺乳动物中耳渐进演化，一直被认为是

哺乳动物古生物学的“圣杯”。

“古生物学家认为，哺乳动物中耳内的

3 块听小骨是从爬行动物的下颌关节骨演

化而来的。”毛方园说，从上百年前的达尔文

时代开始，哺乳动物咀嚼器官和听觉器官的

分离过程就一直是一个假说，缺少从化石当

中得到的直接关键证据。

毛方园、王元青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的孟津等学者合作的研究成果，正是从李氏

源掠兽化石中找到了关键证据链。

“李氏源掠兽的多件标本首次展示了一

个关键特征，即听骨与麦氏软骨之间无骨质

链接，这意味着听觉与咀嚼器官完全分离，

代表了哺乳动物演化中听觉与咀嚼模块分

离的关键节点。”毛方园说，这一发现弥合了

过渡型中耳和典型哺乳动物中耳在演化过

程中表型特征的空缺。

李氏源掠兽化石采自辽宁热河生物群

早白垩世，距今约 1.24 亿年，被保存在辽宁

朝阳济赞堂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我们对这些化石标本做了一个初步的

CT 扫描，就已经看到它中耳的大致形态

了。”那一刻，毛方园激动不已。

但是，即使确定就是中耳骨块，是否就

能成为关键证据链呢？冷静过后，是漫长且

枯燥的研究——利用显微断层扫描仪高精

度扫描，然后进行三维立体重建复原包括中

耳在内的整个骨架。

2018 年 10 月，毛方园成为美国自然历

史博物馆博士后。那年圣诞假期，她把自己

关在公寓里，每晚复原到后半夜两三点，然

后早上八九点起来接着复原，每天有十几个

钟头都在电脑前。

“重建三维立体形态，相当于你在每个

面上画的一笔，都会生长出具体的立体形

态。1.2亿年前的生物已经演化出如此精妙

的结构，多么不可思议。”那些枯坐“冷板凳”

的时光里，遥望上亿年前的时间长河中的生

物，毛方园觉得震撼，“多么神秘啊，这是语

言无法精准表述的。”

严肃科学的魔力

以百万年、上亿年为时间尺度的古生物

研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魔力？

“经历漫长岁月的生命演化，像一部生命

史的连续剧呈现在我们面前，这还不够有意

思吗？”毛方园也在追问，从一个单核生命演

变成人，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才最终成功？

在地球 46 亿年的历史中，很多生物历

经起源、发展、繁盛、消亡的过程。人类在追

寻自身演化、发展奥秘的同时，也一直在探

究与人类同行的其他类群的演化历史。

追问和探究，需要新的技术支撑。

采访中，毛方园多次强调更高精度的

CT 设备对于研究有着重要促进作用。热

河生物群的大多数化石为压扁的板状，普通

CT设备很难对其进行精确扫描和重建。为

此，中科院联合研发了首台高分辨板状化石

专用 X 射线显微层析成像设备 Micro-CL，

极大满足了古生物学界的研究需求。

古动物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同在一幢楼里，开放日有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参观。

科普与科研，是热闹与冷清。

“大众看来，古生物学好玩、有意思，但也

要意识到这是一项严肃科学。”毛方园希望，

“真正决心投入这个学科的人，能坚持把科学

系统训练的枯燥过程，严肃、严谨地走完。”

10 多年间，毛方园成为国家基金委优

秀青年项目获得者，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

40 篇，其中 3 篇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上。成

绩之外，她是冷静的，“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研

究模式、方法技术，去提高、去突破。”

每年，毛方园会有 3~4个月时间走出书

斋，到未知、神秘的荒野中，寻找、挖掘化

石。从荒野归来，她重新回到实验室，拼接、

修复化石，在显微镜下观察化石，在设备上

测量、复原化石……

埋藏在厚重地层中的化石沉默不言，等

待着她去讲述远古生物演化的神秘故事。

上图为在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毛方园正在查看动物
的头骨化石。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32年守护布依村民健康

5月 31日，贵州省黔西市五里布依族
苗族乡中心村的村医罗云，在村民家的院
坝里给村民检查身体。

今年 52 岁的罗云是贵州省黔西市五
里布依族苗族乡中心村的村医。1991年7
月，他从黔西卫校毕业后，谢绝乡卫生院的
挽留，背着背包回到家乡布依山寨当起了
村医，一干就是32年。

当时的中心村没有村卫生室，罗云的
家就成了卫生室。罗云不但要为村民诊疗
疾病，还要负责全村 550户 2000人的健康
档案建立、慢病管理、健康教育宣传等 14
个大项40多个小项的公卫服务。

2000 年，村里有了卫生室，罗云成为
全村布依村民的家庭签约医生，定期通过
电话、上门等方式对其健康状况进行调查
和管理。32年来，罗云恪守“24小时上门
服务”的承诺，随叫随到，守护布依村民的
健康。 本报通讯员 周训超 摄

在探寻生命在探寻生命演化的漫漫长路上演化的漫漫长路上，，毛方园领衔的科研成果毛方园领衔的科研成果
连续两年入选连续两年入选““中国古生物学中国古生物学年年度十大进展度十大进展””

新疆吐鲁番盆地生物地层新疆吐鲁番盆地生物地层。。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通讯员 林慧莉

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旭日街道林都社区，无论是喧

闹的大街，还是静谧的小巷，都能看到 85 后网格员李照瑞忙

碌的身影。

面对居民的急难愁盼，她微笑回应；面对群众的不理解，

她耐心解答。面对辖区里的 972 户居民，她“腿勤、嘴勤、手

勤、脑勤”，挨家挨户上门了解情况，建立信息台账和微信群，

在居民心中形成了“有困难，找小李”的共识。

辖区居民李阿姨带着脑瘫的儿子一起生活，李照瑞将情

况向上级汇报，为李阿姨的脑瘫儿子申请了健身康复器材，同

时邀请李阿姨到培训基地免费学习手工编织技能。现在，有

了一技之长的李阿姨每月都有一笔稳定收入，渐渐重拾了对

生活的信心，日子越过越好。

针对所辖网格下岗职工多、困难居民多、残疾群众多，容

易发生矛盾纠纷的特点，李照瑞利用人口普查、创文创卫等与

居民群众频繁接触的机会，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抓早、抓小、抓

苗头，做到第一时间登记、汇报和解决。

张阿姨是辖区的一名“失独”母亲，儿子发生意外后，她变

得郁郁寡欢、性格孤僻。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李照瑞专程上门

看望，但张阿姨执拗地拒绝开门。李照瑞并没有就此放弃，她

坚持每天通过电话、短信对张阿姨嘘寒问暖，一点点打开了张

阿姨的心结，还帮助她享受到了相关待遇。后来，在李照瑞的

撮合下，张阿姨找到了老伴儿，终于走出了阴霾。

早出晚归，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各项服务，李照瑞用实际行

动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将辖区的矛盾悄无声

息地化解。

网格走访中，李照瑞发现，一名缓刑无业人员整日无所事

事。她积极对接联系相关部门，为他在超市找到了合适的就

业岗位，帮助他融入社会。

辖区内 78岁的龙奶奶租住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李照瑞

组织志愿者帮助老人给漏风的窗户做了保暖，在老人生病时

送她去医院诊治，还特意为老人购买了防走失智能手环，让老

人感受到社区的温暖。

疫情防控期间，李照瑞主动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

提供帮办代买服务，这一特殊服务一直延续至今。

不久前，李照瑞精心制作了“微心愿”联系卡发放到辖

区老人的手中，她要用自己的贴心服务，点亮老人们的“微

心愿”。

有困难，找小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