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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蒋幼芬报道 都市繁华
深处，隐匿着一处浸满温情的净土，
那就是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明谷街
225号的杭州市儿童福利院。这里，
有那么一群孩子，或因命运的捉弄
失去了双亲的庇护，或因身体的残
病缺少了父母的疼爱。在这方寸天
地，90后女孩施燕迎，用她那拳拳之
心、殷殷之情，为这些孩子撑起了一
片希望的天空。

不惧挑战

生于农村、长于乡间的施燕迎，
自幼对弱势群体关心关爱。大学毕
业后，她毅然选择踏进儿童福利院的
大门，成为了一名孤残儿童护理员。
这一决定，对别人来说是选择，对施
燕迎来说，却是信念，是她内心最初
最真的念想。

二十出头的施燕迎初入福利院，
面对身体残疾无法自理的孩子、面对
心理障碍自我封闭的孩子、面对需要
特别关爱呵护的孩子，她得学会照顾
孩子们的衣食起居、掌握训练孩子们
的康复技巧、懂得安抚孩子们的脆弱
心灵。她不惧挑战，用她那颗细腻而
坚强的心，时刻倾听孩子的心声、了

解孩子的需求，帮助孩子走出困境。
她学会了如何当好这些孩子的“妈
妈”“老师”。

小格，一个重症脑瘫儿童，生活完
全无法自理。恰恰是施燕迎的出现，
让他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驱散了心
中的阴霾，拥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施燕迎对小格进行了全面细致
的评估与了解，发现他身体虽然受
限，内心却渴望交流。为了帮助小
格，施燕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精
心制订了一套康复训练计划，不仅包
括理疗放松、四肢被动运动，还融入
视觉、触觉、听觉等多种感觉的刺
激。每天，她都会准时出现在小格的
床边，耐心地与小格互动，通过每一
个细微的动作——眨眼、微笑、点头，
来捕捉他不易察觉的改变。施燕迎
轻柔的手法、坚定的眼神，随时在告
诉小格：“你并不孤单，我会一直陪伴
在你身边。”

滋养心灵

施燕迎不仅以她独有的光芒照
亮了儿童福利院的每个角落，更是在
寄养部门编织了一张充满爱与希望
的温暖网络，成为了连接福利院与寄

养家庭之间那条最温柔的纽带，让爱
的河流快乐流淌，滋养了每一个幼小
的心灵。

从2013年到2015年，施燕迎扎
根于驻村教学点，如同一位辛勤的园
丁，把甘露洒向每一棵寄养家庭中的

“幼苗”。暑往寒来，穿梭在瓶窑镇各
个寄养家庭之间，观察他们的细微变
化，聆听他们的内心声音。在与家长的
交谈中，施燕迎都会温柔地提醒家长如
何正确养育、教育孩子，指导他们如何
更多地陪伴、关爱孩子。在她的悉心指
导下，孩子们逐渐克服了身体上的障
碍，勇敢地迈出了康复之路。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这些需要帮助
的孩子们，施燕迎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
能力。她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培训
和学习，提升自己的护理技能和知识水
平。她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在
2024年，她凭借出色的表现，斩获浙江
省技能大赛育婴赛项冠军。

“一米视角”

在福利院的日子里，施燕迎细心
观察每一位孩子的需求与变化，与团
队携手共进，从“一米视角”出发，深
入探索残疾儿童的多元化康复服务
方式。

施燕迎深知要想真正改变孩子
们的命运还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与
支持。因此，她紧紧围绕儿童工作主
题，深入挖掘儿童故事和人物事迹，
撰写了多篇报道并在权威媒体上发
表，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宣传儿童福利
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同时，她还打造了杭州市儿童福
利院视频号平台，推出了一系列小视
频，为儿童福利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
论氛围。她的这些努力与付出，不仅
提高了社会对儿童福利工作的认知
度和关注度，也为福利院的孩子们争
取到了更多的关爱与支持。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
星，而施燕迎，就是那个擦亮星星的
人，她会努力挖掘每个孩子的潜能，
引导他们成为一颗闪耀明亮的星星、
独一无二的星星……

本报讯 记者李凡 通讯员镇工
轩报道 连日来，浙江夏厦精密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鱼武涛劳模工匠创
新工作室里常常传来叹息声和讨论
声，原来是工作室的成员正在研发
场地内忙着研发调试一款自动上下
料的机械手性能，叹息是因为调试
未成功，讨论则源自对下一次调试
的改进方案。

终于，经过一个多月的研发调
试，叹息声变成了欢呼声。“与国外
同类产品相比，这款自动上下料机
械手系统不仅服务的产品种类更多
了，在投入使用后还可以节省超过

10%的生产费用。”浙江工匠、该工
作室负责人鱼武涛说。

在夏厦精密新能源汽车变速箱
齿轮5G智能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
式机械手在磨齿设备、滚齿设备、检
测设备等多种设备之间闪转腾挪，
串联起生产、检测等多个环节，助力
高效加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品。
据了解，原来企业的自动化生产设
备都是从第三方采购的，无法生产
多类产品。“面对日益增多的新产品
订单，我们工作室持续专注于自动
化研发，通过改进数百种适应当前
生产需求的机械手，持续优化企业

生产线。”鱼武涛说。
在职工创新队伍的赋能下，夏厦

精密在自主研发设备等多个领域持
续释放创新效益，在降低运营成本
25%的基础上同步提升了30%生产
效率，累计节约生产资金超过1500
万元，助力新能源汽车齿轮业务成为
夏厦精密产值的重要增长点之一。

“目前，我们的汽车及新能源汽
车齿轮业务占比已逾60%。”夏厦精
密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发展离不
开以劳模工匠为代表的职工队伍的
大力支持，下一步企业也将为职工
创新创造营造更加优渥的环境。

记者羊荣江 通讯员李宁宁、梁
昊东报道 凌晨，万籁俱寂。台州S1
线隧道里传来一阵有节奏的敲击声，
闻声寻去，原来是台州S1线房建结
构检修员们正在检修，他们像一群

“啄木鸟医生”，提着检查锤敲击隧
道，为隧道“听诊把脉”。

乍暖还寒，这几日凌晨的台州异
常寒冷。检修员包威和工友们一踏
入隧道，寒冷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
要将一切冻结。手中昏暗的灯光在
长长的隧道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只
能勉强勾勒出周围的轮廓。他们搓
了搓冻得发红的双手，拿起检查锤，
沿着搭建的脚手架梯车，爬上将近6
米高的平台，将身体尽量贴近隧道
壁，开始了山岭隧道结构检查工作。

检查隧道空洞，是一项精细的技
术活。由于隧道混凝土色差、裂纹、
渗漏水等问题非常细小，有些更是隐
藏在衬砌内部，肉眼无法查看，只能

通过检查锤敲击确认，“敲击声音清
脆，发出‘当、当、当’的声音说明衬砌
混凝土比较密实，如果敲击声音沉闷
出现‘咚、咚、咚’的声音，说明衬砌混
凝土存在空洞。”有着4年隧道检查经
验的黄金国说道，“检查锤就是我们
的‘听诊器’。”

听声辨隐患的技术，除了需要系
统地培训学习外，还要有丰富的实践
经验，包威就是跟着师傅实践了空鼓
敲击后，才初步掌握了判断空洞的方
法。检查衬砌掉块、裂纹、渗漏水、露
筋、钢筋保护层厚度不足、蜂窝麻面、
混凝土夹带杂物等等，更是需要他进
一步实践积累经验。

长长的检查锤，就像啄木鸟坚
硬的喙，在隧道岩壁上一处不落地
敲击着。每一次敲击，都伴随着清
脆的声响，这声音在寂静的隧道里
回荡，仿佛是他们与隧道之间独特
的交流方式。他们侧耳倾听着敲击

的回声，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敏锐
的听觉，分辨着隧道衬砌是否存在
空洞、空响、厚度不足问题。

隧道敲击检查作业辛苦、枯燥，
一座山岭隧道短的300米，长的2公
里，需要2名房建结构检修员用检查
锤一寸一寸地敲击，一次作业4小时，
敲击声无数。从午夜12点到凌晨三
四点，他们都在不停地挥锤、落锤，听
声、判断，不敢有一丝马虎大意，一次
作业下来，手臂累得酸麻疼痛。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裂缝，都可能
在日积月累中发展成严重的安全隐
患。因此，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黑暗的隧道里，包威和工友赵永
峰专注地进行着作业，每一次敲击，
都是对安全的承诺；每一次倾听，都
是对隐患的排查。黑暗的凌晨、灰暗
的灯光下，台州S1线“啄木鸟”们用
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守护
着市民安全出行路。

通讯员赵颖、邵诗杰报道 “这
是我们队昨天查获的变造中国普通
护照，请大家互相传阅，重点学习。”
1月以来，迟冰带领的杭州边检站
执勤三队连续查获两起变造出入境
证件相关案件，为杭州口岸打击非
法出入境活动工作打响了开年第一
枪。

随着各大航线恢复、新开增开
航线不断，勤务压力同步增大，高
峰期警力紧张是执勤常态。去年
8月，迟冰从杭州边检站边检处副
处长调任杭州边检站执勤三队队
长。这位在国门战线淬炼十余载
的“老同志”将多年沉淀的业务能

力化作基层执勤队的管理智慧，
全面统筹队内工作，带领这支素
以严谨细致著称的队伍屡破要
案，斩获佳绩。2024 年，迟冰和她
的战友们全年共检查出入境航班
近 5000 架次，旅客员工 70余万人
次，用硬核数据诠释着“巾帼不让
须眉”的本色担当。

航班最密集的时候往往是饭
点，对讲机里呼叫队长的声音不断，
迟冰常常刚打开饭盒就得前去处
理。再回到休息室往往是一小时以
后，民警说去重新给她买一份盒饭，
她却摆摆手，用开水浇入凉透的饭
菜里风卷残云。“我也是从检查员成

长起来的，在各个岗位历练了一圈
重回一线，希望能做一名带领大家
干活有劲的头雁。”事必躬亲，严管
厚爱，是迟冰队长的带队秘诀。

“签证的底纹模糊不清，明显与
真版特征不符合。这张伪假签证，
你们都仔细观察一下，有不理解之
处随时问我。”每年的11月是新警
下科队的时间，新鲜血液的注入，需
要正确引导方能疏通团队筋骨，提
高队伍战斗力。迟冰深知新警系好
从警“第一颗纽扣”的重要性，从新
警到队第一天起，她多次嘱咐几位

“师父”除了要教业务，更要教做
人。在统筹好全队勤务之余，迟冰
还亲自上手教学，从勤务规范到验
放细节，从证件鉴别到询问要点，她
的“名师课堂”让新警们基础更牢
靠，技能更全面，执法更专业。

生活中，迟冰是双警家庭的妻
子，是孩子的母亲。她与爱人既是
执子之手的伴侣，也是并肩而行的
战友。由于工作原因，他们的生活
写满了一次次擦肩而过的遗憾和不
易。日常工作中，常常是一个刚结
束通宵执勤，一个执勤在即，仅有一
天重合的休息日，成了他们珍贵的
家庭日。

凑不齐的全家福、过了点的团
圆饭，当除夕夜的烟花照亮口岸，迟
冰坚守在出入境现场，守护着每一
个归国游子的团圆路。当春风又绿
江南岸，这位飒爽警花依然步履铿
锵，在人潮汹涌的国门线上书写着

“冰心玉壶”的忠诚诗篇。

见习记者贾馨然报道 早上8
点，叶彬已经站在了杭州动物园内，
准备上工。他是大象长颈鹿馆的保
育员，做这一行已经有10年了。

穿好工作服，叶彬从矮小的侧门
进入象房，一股混杂着草料与粪便味
道的“暖风”率先迎接他。“其实冬天
的象房味道是最大的，因为夜晚需要
保温，通风很少，不过我们已经习惯
了。”踏进象房，叶彬就开始忙碌起
来，先是观察大象的整体状态和室内
排便量，再把两个齐胸高的垃圾桶拖
到大象的户外活动区。

户外区有供大象玩耍的下沉式
水洼和沙地，这是它们平时最喜欢来
的地方。“这些设计都是为了模拟大
象的户外生存状态，也是为了满足它
们的玩耍需求，专业一点我们叫‘丰
容’。”叶彬一边介绍，一边提起铁锹
演示起来。“别小看铲屎这件事，这里
面也有门道。首先是这个铁锹和粪
便都是比较重，需要你下力气。其次
也要讲究技巧，这么一插、一压，找准

角度，就能快速把粪便丢进垃圾桶。”
据叶彬介绍，每天光是清扫出来的粪
便就能装满两个大垃圾桶。

“另外，铲屎不是简单清扫就完
事，还需要通过粪便来观察大象的
健康情况，这也是保育员重要的工
作之一。”叶彬麻利地用铁锹切开粪
便，里面基本上是暗绿色的草料纤
维，这就表明大象目前很健康。“我
日常的工作就是铲屎、切饲料、检
查大象的健康状况与精神状态”，
叶彬很安静，但谈到他的工作，总
是滔滔不绝。“你看，这只母象在和
隔壁的小象‘贴贴’。它俩虽然没
有血缘关系，但很亲近。我觉得大
象是自然界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它
们很有灵性，有时候还会‘使坏’捉
弄你。”朝夕相处中，动物就是叶彬
最好的朋友。

平凡的工作也有闪光的瞬间。
“在养大象之前，我是养小动物的，
浣熊、小熊猫、细尾獴这些。最让我
骄傲的是，我完成了一只蜜熊的人

工饲幼。”说到此处，叶彬眼角带着
温柔的笑意。“那只蜜熊妈妈母性不
太好，弃崽了，所以在小蜜熊出生的
第一天，我就是它的新‘妈妈’。”由
于国内缺少蜜熊人工饲幼的经验，
他和同事只能一起摸索喂奶量和喂
奶比例，观察排便排尿情况，并做好
保温。养一只幼崽就像养一个孩
子，看着小蜜熊一天天长大，他的心
中被成就感和充实感填满。“那是我
一手养大的‘崽’，特别黏人，经常在
我身上爬上爬下。”根据这次工作经
历，叶彬成功发表了科研论文，填补
了国内在蜜熊人工育幼方面的空
白，这也坚定了他继续进行科研的决
心。

“像我们年轻人，就应该充分发
挥自己的专业和年龄优势，让动物饲
养更加科学化。”对于未来，叶彬也有
自己的规划。“一方面要做好本职工
作，养好动物；另一方面我想在科研
方面取得更多突破，让动物们能在圈
养环境中生活得更好。”

记者寿慧桢报道 学生时代曾
是校民乐团领队，工作后牵头成立
院民乐协会，竹笛、箫、葫芦丝、陶
笛、埙、古琴等乐器样样精通。80后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新
华医院）主任中医师陈滨海，不仅是
省中青年临床名中医，还是位才艺
大咖，一位用传统民乐文化浸润病
患心灵的灵魂医者。

约定中午11时30分的采访，延
宕至午后方启。陈滨海的诊室外，
上午最后一位胃部肿瘤患者和家属
依然坐着，手中紧攥着药方，脸上布
满愁容。诊室内的陈滨海轻叩键
盘，整理着病案。忽然，他起身走向
门口，礼貌地对记者说了句“抱歉，
请再稍等我一会儿”后便走到患者
家属跟前，“化疗后病灶明显缩小，
配合中药调理，这个坎我们一起
过。”事后，陈滨海告诉记者：“尽管
已详细地为病人解释了病理，并开
出药方，但仍感觉到他们依然忧心
忡忡，这才给他们打气加油。”

“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药王”
孙思邈的谆谆教诲，是陈滨海处理
医患关系的“金钥匙”。与音乐相伴
多年的人生经历让他坚信，热爱艺
术的人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能够
培养出共情能力，及时感知他人的
情绪，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话匣子从他诊室里摆放着的竹
笛打开。出生于中医世家的陈滨
海，童年在药香与笛韵中度过。当
同龄人在溪涧摸鱼时，九岁的他已
能完整吹奏《小放牛》。

“初学竹笛时常因手指细小拼

命撑开而疼痛”的记忆里，父亲碾药
时哼唱的《鹧鸪飞》是最温柔的伴
奏。初中那年，他郑重拜入文工团
退役的笛师门下，三寸气指练就的
音色把控力，竟与日后把脉的技法
异曲同工。陈滨海轻抚手中的竹
笛，舒展修长的手指关节呈现出异
于常人的柔韧。

大一时，陈滨海在迎新晚会上
用竹笛演奏《扬鞭策马》，一战成
名。2006年，他带领乐团夺得浙江
省民乐大赛二等奖。学医的辛苦，
人尽皆知，陈滨海却说：“医艺同源，
以音乐体悟人体健康，让我有了另
一种思考生命的方式。音乐是繁忙
课余生活的调味剂，有了它我觉得
每天都很美好。”

三十余年笛不离手的练习，使
得陈滨海的手指既能精准控制音符
跳动，又能在诊脉时敏锐捕捉“浮沉
迟数”的细微变化。有次接诊肺癌
患者，他凭借指尖感知到脉象中“如
按琴弦”的特殊张力，果断调整治疗
方案，使患者避免了病情恶化。

音乐赋予的灵性，始终流淌在
他的医学实践中。2022年陈滨海出

版的《肿瘤经方门径》中，既有“十八
反十九畏”的严谨配伍，也不乏“五
音疗疾”的创新探索。“医者的指尖
应当像笛膜般敏感通透。”现在，陈
滨海常向年轻医生示范切诊技法，
三指在脉搏上做出揉弦般的细微振
动，“既要能感知洪水奔涌的实脉，
也要捕捉细雨润土的弱象。”

相比于敲击键盘或者吹奏笛孔
就能流淌出悦耳的旋律，生命的乐
章则需要用不断丰富的医学知识弹
奏。记者仿佛看到，在人生的舞台
上，陈滨海尽情吹奏着用高超医术
编织的“音符”，它们上下翻跃，不断
抚慰着患者心灵……

闪亮工 族星

笛孔生春 柔指问脉
民乐名医陈滨海的跨界仁术

施燕迎：

擦亮星星的人

动物保育员叶彬：

我在杭州动物园养大象

叹息声变成欢呼声
职工创新“点金手”助推增效“一路开挂”

隧道里的“啄木鸟医生”
检查锤就是他们的“听诊器”

施燕迎在给儿童做康复训练。

迟冰（右）在执勤现场为外籍人员提供出入境政策咨询服务。通讯员邵诗杰 摄

冰心玉壶映国门：

迟冰的坚守之路

扫一扫，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