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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书闻

天刚破晓，红树林里已经开始不断有鸟儿飞出觅食、嬉

戏……近日，记者来到海南省儋州湾，成群的鸟儿从眼前飞

过，一旁的儋州湾湿地护鸟队队长、新英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护林员陈正平正手持照相机小心翼翼地给一只小憩的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勺嘴鹬拍照。

儋州湾位于海南省儋州市中北部，是北部湾伸入洋浦半

岛构成的半封闭内湾，面积达 41.14 平方公里，不仅是多种湿

地类型组成的复合型滨海湿地，也是目前海南岛已知迁徙水

鸟数量最多、珍稀濒危水鸟种类最多的鸟类栖息地。

12年前，陈正平主动放弃年入百万元的生意，应聘成为儋

州湾月薪只有 1800元的护林员，从零开始学习各种鸟类知识。

“之前和妻子一起做海鲜生意，当时儋州湾的很多养殖户

都把红树林改造成了养殖海鲜的池塘。”陈正平说，看着红树

林渐渐减少，周边的生态被破坏得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受到从

事农业工作的表哥影响，自己意识到了保护儋州湾生态环境

的重要性。

“看到护林员招聘，我赶紧报了名。一开始妻子不同意我

去，我就骗她说每月工资有 1万多元。”陈正平回忆说，随着家

里经常有环保专家来访，了解了各种环保知识的妻子，也慢慢

改变了想法。

成为护林员后，陈正平经常走进养殖户和村民家中进行

环保宣传。慢慢地，养殖海鲜的池塘减少了，村民对破坏红树

林的行为也会主动制止。

为了更好地保护来儋州湾栖息的鸟类，2020 年，陈正平

与其他 6 名护林员和村民自发组建“儋州湾湿地护鸟队”。

2021 年 6 月，“儋州湾湿地护鸟队”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

会保护候鸟志愿者“护飞行动”团队成员。

截至 2021年底，儋州湾共监测记录鸟类 197种，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有 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38种。其中，就包括全球

性极度濒危的国家一级珍稀野生保护动物勺嘴鹬。

“目前，在儋州湾湿地共发现 6只勺嘴鹬，因喙部似汤勺而

得名，全球数量不超过 500只。”陈正平介绍说，2020年 1月 18
日，在我国最南端首次发现过冬的勺嘴鹬，随着儋州湾生态改

善明显，越来越多像勺嘴鹬这样的珍稀保护动物来此过冬。

如今，陈正平已是儋州湾鸟类保护的“土专家”，他用手中

的相机记录下了儋州湾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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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湖蓝色裙子、黑色坎肩，右手拿着一

根拐杖，虽然步伐缓慢，但能让人感受到她的

热情。

她就是布茹玛汗·毛勒朵，一名坚守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

恰县吉根乡的护边员。她牢记父亲的嘱托，

从 19岁起就成了这段路上的“活界碑”，守护

着界桩和 104公里蜿蜒的边境线。

不久前，年近 80 岁的布茹玛汗获评“全

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虽已是耄耋之年，但

她告诉记者：“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还要

去巡边。”

巡路：“山路难走，但不能不走，不
能不守”

3 月的吉根乡，乍暖还寒，天气说变就

变。说话间，原本晴朗的天空开始聚集乌云，

冷冽的春风吹起了山间的黄土。

考虑到布茹玛汗大妈的身体状况，不便

上山巡防。记者便跟着曾和大妈一起巡山的

民警，沿着她巡边的足迹，往边境挺进。

“这里本来没有路，2017 年才修了一条

上山的路。”随行的吉根乡边境派出所教导员

田菲菲介绍说。

2010 年，武警边防战士田菲菲在第一次

巡防任务中，认识了布茹玛汗大妈，“她对山

上情况非常了解”。换防后，田菲菲经常想起

这位守边老人。

直到 2019 年，成为吉根边境派出所教导

员的田菲菲，再次驻扎在吉根乡，又和布茹玛

汗成了巡边路上的伙伴。

在这里，即使是人工修建的山路，也时常

被湍急的河水冲没。顺着山路继续往前走，

果不其然——一大片待融化的冰河阻挡了前

进的路。

“走到这儿我们就得骑毛驴或者骑马上

山，到边境线还需要四五个小时。”田菲菲说。

“山路难走，却不能不走，不能不守。”回

忆起巡边往事，布茹玛汗格外激动。

1986 年 7 月，布茹玛汗发现一个界桩往

内偏移了，她赶紧下山向派出所民警汇报。

经过民警排查，得知边境没有异常情况，布茹

玛汗才放松下来。

“当时那个界桩偏移了 25 厘米，可见大

妈对界桩的位置了然于胸。”田菲菲称赞说。

引路：“在石头上刻‘中国’，谁来
都知道这是中国的地方”

在布茹玛汗大妈家里，有一间特殊的屋

子——“护边之家”，里面是她巡边守边的照

片、物件等。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块巴掌

大的石头，上面刻着“中国”二字。

“每次上山，我都会刻一块‘中国石’，

在石头上刻‘中国’，谁来都知道这是中国

的地方。”布茹玛汗说。

那一年，40 多岁的布茹玛汗一边赶着

羊，一边巡边。她在冬古拉玛山口休息时，突

然看到一个陌生人。

为避免打草惊蛇，布茹玛汗边说边比画，

表示要给他一些干粮和喝的，并将这个人带

往家的方向。

等对方放松警惕，布茹玛汗赶紧下山联

系民警。最后，在布茹玛汗帮助下，民警抓获

这名非法入境的外来者。

这件事也让布茹玛汗更加意识到守护边

境的重要性。于是，几乎没念过书的她，认真

向身边的人请教，学会了用汉语和柯尔克孜

语写“中国”两个字。

她选了一块表面平整的石头，用手蘸着

雪水，将“中国”一笔一画地写在石头上，然后

再用小石头开始雕刻。

夕阳余晖下，第一块“中国石”稳稳屹

立 在 冬 古 拉 玛 山 口 上 。 此 后 越 来 越 多 的

“中国石”如同界碑一样，勾勒出一条明确

的边境线。

心路：“我们生在这片土地，要像
守护生命一样守边”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我们

生在这片土地，要像守护生命一样守边’。”布

茹玛汗的眼里充满光芒。

2008年，她最小的儿子阿曼图尔·托依齐

拜克加入护边员队伍，他是布茹玛汗家里的

第 7名护边员。

“从小妈妈就给我们讲她巡边的故事。”布

茹玛汗56岁的大儿子伊拉提·托依齐拜克说。

在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布茹玛汗一直

言传身教，经常和孩子们分享父亲的嘱托，

带着他们巡边，让他们亲身感受护边的重

要性。

这股巡边护边的家风也从布茹玛汗家

里，吹到了吉根乡边境派出所民警徐辉家里。

2019 年底，徐辉将新婚妻子杨丽从福建

带到了西陲第一乡——吉根乡。杨丽在这里

认识的第一个当地老乡，就是布茹玛汗大妈。

布茹玛汗的巡边护边精神深深打动了杨

丽。2020年，她成了派出所的一名辅警。

下山时，能看到很多护边员，或骑着摩托

车，或骑着自家的马，往山上走去。一阵风吹

过，云散天晴，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如同布茹

玛汗大妈眼里闪耀的光。

从少女到耄耋，布茹玛汗·毛勒朵和她的“中国石”守护着祖国西陲边境——

冬古拉玛山口的“活界碑”
从少女到耄耋，布茹玛汗·毛勒朵和她的“中国石”守护着祖国西陲边境——

冬古拉玛山口的“活界碑”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迎难而上的“盾构达人”迎难而上的“盾构达人”

放弃高收入守护湿地

本报通讯员 常魁星 卿卫平

阳春三月，在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施工现场，超大直径盾

构机“运河号”正热火朝天地掘进。

指挥和管理“运河号”盾构机的是中交隧道局北京东六环

四标机电总工程师勾常春。今年初，他获得“全国交通技术能

手”称号，并入选北京盾构工程协会“盾构工程专家库”。

东六环改造工程路线全长 16公里，隧道段全长 9.2公里，

其中盾构段长 7.4公里，是全国最长的地下公路隧道。中交隧

道局承建的标段为整个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工程建设伊始，项目团队就遇到了麻烦。盾构隧道开

挖直径达 16.07 米，最大埋深 75 米，隧道穿越高密富水砂层，

下穿众多公路、铁路、地铁、河流及地下管线等环境风险源，

施工难度极大。控制地层沉降、成型隧道位移和成型隧道

防水尤为重要，而控制这些指标的关键就是盾构施工的注

浆工艺。

勾常春提出同步双液注浆工艺的解决方法，然而，由于工

艺复杂、应用难度较大，仅有少数小直径盾构采用过，在大直

径盾构领域尚无应用案例，想要实现这项工艺首先要解决浆

液配比问题。他与试验人员重点围绕 3 项关键指标开展了

3000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了最优配比方案。

一个问题刚解决，又一个难题出现了。以往，洞内注浆的

浆液大多采用地面搅拌站拌制，再通过长距离运输到盾构机

储浆箱，不仅效率低，能耗也高。为克服难题，勾常春带领团

队不断进行试验，历经 5 个月设计出“制浆——储浆——注

浆”一体化集成系统，既解决了双液浆长距离运输难题，又能

满足高标准环保要求。

为实现同步双液注浆工艺的智能化，勾常春与团队设计

出一套自动化控制系统，在盾构机尾部配置 8 组内置式注浆

管，同时配置冲洗管路，在注浆结束后可实现对注浆管道的自

动冲洗，并在浆液混合器前端设置自动阀门，通过编写自动控

制程序，实现操作终端智能化控制。

施工以来，勾常春带领团队取得日掘进 12环、月掘进 263
环的佳绩。同时，将地层沉降控制在 2毫米以内，隧道上浮控

制由 30 毫米逐步保持在 10 毫米以内，成型隧道位移稳定在

15毫米以内，渗漏水控制也达到“零渗漏”标准。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时传祥班里的年轻人

3月 22日上午，付晨在北京市东城区
的一处公共厕所外抽粪。

指挥倒车、消杀、拉开粪井盖、从抽粪
车上抱出抽粪管……前后不到一刻钟，付
晨娴熟地完成了一次抽粪工作。

2008年部队复员后，付晨加入东城环
卫十所时传祥青年班。至今，35岁的他已
经在岗 14个年头。刚开始付晨也充满抵
触，觉得干抽粪这活儿，又脏又累、收入又
低，没前途。

后来，在参加学习时，付晨来到所部荣
誉室，看见了一面面锦旗、一块块奖牌、一
段段劳模故事……老前辈时传祥的精神让
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新认识。

通过努力，付晨成长为时传祥青年班班
长。疫情期间，胡同里的百姓常担心抽粪会
有疫情传播风险，付晨带领青年班班员们走
胡同、进大院，写了《致居民的一封信》向大
家说明情况，解除大家的顾虑。工作之余，
他们还会为街道、居民做义务劳动志愿服
务，定期去养老院为老人们打扫卫生。

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

刻在奥运奖牌上的匠心刻在奥运奖牌上的匠心

奖牌上的奖牌上的““五环五环””圆弧圆弧，，仿佛一道道年轮仿佛一道道年轮，，
记录下谢欣锐雕琢技艺的日夜记录下谢欣锐雕琢技艺的日夜

阅 读 提 示

看到冬奥“同心”奖牌挂在运动员胸

前的那一刻，谢欣锐的内心总会被点

燃。从落料、退火、压印、表面效果处理，

再到绶带缝制及包装，每枚冬奥奖牌都

要经过 18道工序、20道检验才能最终制

作完成。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见证历史

的奥运奖牌出自谢欣锐和同事们之手。

在这个不为人知的竞技场上，谢欣锐已

经奔跑了10余年。

谢欣锐正在用放大镜检查奖牌。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裴龙翔

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北京冬奥会时，颁奖

仪式总是牵动着谢欣锐的心。

他的目光锁定运动员胸前闪亮的奖牌，

一向严肃的他，嘴角也忍不住微微上扬。

看到运动员们或亲吻奖牌，或举起奖牌，

在镜头前定格下荣耀时刻，一股自豪感在谢

欣锐心底油然而生。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谢欣锐是上

海造币有限公司的主任工程师。很少有人知

道，这些见证历史的奥运奖牌出自他和同事

们之手。

这是运动员们的赛场，也是工匠们的竞

技场。在这个不为人知的赛场上，谢欣锐已

经奔跑了 10余年。

方寸之间的匠心方寸之间的匠心

1月 7日，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奖牌验收仪式在上海造币有限公司举行，千

余枚奖牌在逐一通过检验后，正式交接给北

京冬奥组委。

站在为奖牌“送行”的队伍里，谢欣锐心

潮澎湃：“很幸运用特殊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

‘双奥’之旅。”此前，谢欣锐也参与了 2008年

北京夏季奥运会“金镶玉”奖牌的制作。

工作间里的谢欣锐总是不苟言笑，他的

眼神锐利，对每个细节都格外较真。

从落料、退火、压印、表面效果处理，再到

绶带缝制及包装，每枚冬奥奖牌都要经过 18
道工序、20道检验才能最终制作完成。

谢欣锐的匠心在一张卡片里被量化成了

可感知的数据。每枚奖牌都对应着一张工艺

流程卡，相当于奖牌的“身份证”，上面详细记

录了所有工序的完成状态及相关参数，实现

质量可追溯。

为了准确表达奖牌设计理念，谢欣锐将

设计理念吃透，融进方寸之间。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奖牌，

由圆环加圆心构成，形象来源于中国古代同

心圆玉璧，共设五环。五环同心，同心归圆，

表达了‘天地合、人心同’的中华文化内涵，也

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将世界人民聚集在一

起，共享冬奥荣光。”谢欣锐介绍说。

与机械抛光相比，冬奥奖牌呈现出一番

别有意境的视觉效果——将喷砂和压亮两种

工艺相结合，增加了奖牌的层次感。

“制作者需要在显微镜下，一笔一笔研磨

所有的凹刻纹路，让喷砂后的金牌重现璀

璨。”正是在谢欣锐带领下，团队不断精进工

艺，挑战纯手工压亮技术，最终为“同心”奖牌

增添了一份匠人的温度。

谢欣锐坦言，此次冬奥会奖牌从机械加

工到手工研磨，最重要的难点就是金牌传统

金属加工压亮工艺的使用。

“单单‘压亮’这个工序，一般一枚奖牌就

需要 6~8 个小时才能完成，而且全程必须在

显微镜下进行精细打磨，才能确保每一枚金

牌所有的研磨效果基本一致。”谢欣锐说。

超越自我的较量超越自我的较量

相比“金镶玉”外形上的抢眼，“同心”

奖牌的设计体现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简约

的理念。

简约与极致，这个看似矛盾的难题交到

了谢欣锐手中。

那段时间，他完全沉浸在“破题”的思绪

中，反复追问自己。

在这场不断超越自我的较量中，同事们

发现，原本就瘦削的谢欣锐更瘦了，但他眼里

的光更亮了。

谢欣锐找到了理念和技艺融合的最佳方

式：“唯有在工艺细节、工艺参数及操作标准

上下狠功，追求极致。”

奖牌上的一道道圆弧，就仿佛一道道

年轮，记录下谢欣锐和同事们雕琢技艺的

无数个日夜。最终，谢欣锐也如同站上领

奖台的运动健儿们一样，完成了超越自我

的极致追求。

“试制期间，我们先后报送的完整样品就

有 29件。”谢欣锐回忆说。

为确保奖牌工艺稳定、安全、可靠，试制

期间，谢欣锐带领团队不断挑战极限、创新工

艺，工艺调整达 10 余次，镜面、喷砂、浮雕效

果等的工艺优化更是不计其数……

彼时，已接近 2021 年下半年，为了在正

式投入生产前，确保奖牌生产工艺万无一失，

谢欣锐又马不停蹄地带领大家开展了多次小

批量试生产。“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验证工艺

及效果，并对工艺技术标准及操作规程等进

行充分评估、培训。”

最终，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谢欣锐

带领团队再次升级了 14项技术标准，出具了

25项第三方检测报告。

9月底，奖牌生产如期开工。

““幸而不辱使命幸而不辱使命””

“每一次制作奖牌，最期待的就是运动员

把它挂到胸前的时刻，运动员喜欢奖牌，就是

对我们最大的肯定和鼓励。”看到冬奥“同心”

奖牌挂在运动员胸前的那一刻，谢欣锐的内

心总会被点燃。

2010 年广州亚运会奖牌、2011 年深圳大

运会奖牌、2019 年武汉军运会奖牌、国家荣

誉称号纪念奖章……入行 16年来，在一个个

重大项目的攻坚克难过程中，谢欣锐逐渐成

长为造币模具、勋奖章制作领域的领军型技

术人才。

同事们都觉得，他的身上有着一种特殊

的品质——低调、勤勉，默默奉献，看似瘦弱

却充满力量。

回首“同心”奖牌问世的 16个月，他只是

波澜不惊地说了一句：“幸而不辱使命。”

采访中，记者看到，每每拿起奖牌，那股

专注、精益求精、不肯放过每个细节的劲头，

让他仿佛换了一个人。

在同事们眼中，他不仅在手雕、机雕、研

磨等造币模具的关键工序上成为技术能手，

还把设计、篆刻、绘画、机械加工等技艺都练

到了极致。他主持、参与的行业级科技项目

有 7项，企业级科技项目有 15项，在研项目有

9项。

“各类奖牌见证着荣誉和功勋，相比之

下，我们所做的工作实在很普通。”谢欣锐说，

希望能做出更加精良的奖牌，用自己的方式

致敬伟大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