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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吉祥：1940 年出生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终身研究

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主任、中国博物馆协

会社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北京博物馆学会社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著有《中华

文物大观》《中华文明之光》《走进博物馆丛书——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宝的

故事》等，参与编著《中华文明史》《中华文化史图鉴》，曾主编《中国历代珍宝

鉴赏辞典》、七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等。

■记者手记R

每天早晨 7 点起床，晚上 11 点半休息。

年过八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

终身研究馆员齐吉祥，至今也毫不懈怠……

书房里，他正埋头沉浸在《一词一世界》

的创作中。老伴问他：“你什么时候写到头？”

他笑答：“小车不倒只管推！”

距离他开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 年

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工作，已过去 62 年，当年的一幕幕，依旧清晰

地在他的脑海里闪现……

“我遇见过不少大专家，
他们的风范深深地影响着我”

交谈中，齐吉祥语速不疾不徐，“上学时，

每逢新年晚会我都登台朗诵，还经常主持升

旗仪式。”齐吉祥说，可能正是这个特长改变

了他一生的轨迹。

齐 吉 祥 幼 年 家 境 贫 寒 ，但 学 习 格 外 专

心。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就读时，作文是他

的强项，数学、物理也很拔尖。

一天吃午饭时，同学们还兴致勃勃地聊着

各自报考的学校；午饭过后，班主任突然通知

齐吉祥和 3名同学去参观一个党史陈列展。

李大钊牺牲时的绞刑架、朱德南昌起义

时使用的手枪、刘胡兰就义时的画像……展

览大多是实物，加上寥寥说明，同学们匆忙看

过，没留下深刻印象。

“给你一个当讲解员的机会，以后给全国

观众讲，怎么样？”参观回校，校长微笑着问。

“试试吧！”短短几秒钟，19 岁的齐吉祥

做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

原来，为了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

革命博物馆，40 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和 60 名

普通高中毕业生成为第一代讲解员。

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没完工，齐吉祥

在故宫雁翅楼办公。一天，一位身形瘦削、戴

着厚底眼镜的陌生人推开门，操着浓重湘西口

音说：“我是沈从文，带你们到故宫去看看！”

先后 3 次，沈从文领着明清组的 4 名新讲

解员在故宫里边看边讲解，耐心回答他们的

各种问题。起初齐吉祥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只是感觉这位穿着朴素的长者见识很广，瓷

器、丝织品、书画等知识张口就来。后来，齐

吉祥经常骑车到东堂子胡同，把自己的新作

拿给沈从文看。他总是停下手头工作，用毛

笔仔细修改，一手小楷工工整整。

“我遇见过不少大专家，他们的风范深深

地影响着我。”在一次讲解中，齐吉祥结识了著

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便向他请教赵州桥的知

识；没想到，茅以升热情地把住址告诉他，嘱咐

他去家中取资料。随后几年中，齐吉祥 10多次

登门求教，那些资料完好保存至今……

“要当好讲解员，首先就
得尊重观众”

“每天一开馆观众就涌了进来，平均一天

要讲解三四场”，尽管讲解员并不是热门岗

位，齐吉祥却干得格外起劲，“1 万多字的讲

稿，背得滚瓜烂熟。”

可背着背着，眼见观众越来越少。有时

观众问一些讲稿上没有的问题，他只能尴尬

地摇头：“不知道！”

讲解怎么才能吸引人？原中国历史博物

馆群工部的 30 多人特意来到北京市百货大

楼，向全国劳模张秉贵取经。“要根据顾客的

需要推荐糖果，譬如送老人的糖果不能黏牙，

喜糖花色要漂亮……”张秉贵颇有心得。

听到这里，齐吉祥恍然大悟：讲解不能千

篇一律，要针对不同观众进行个性化讲解！

讲解要生动，讲解员肚里得“有货”。“他

总是抓紧时间去学习”，在女儿王薇的记忆

里，半夜醒来，经常看见齐吉祥在台灯下看

书、写文章；他是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常客，跟

许多店员成了朋友；每隔一两天他就去图书

馆，看见有用的知识赶紧抄下来；上下班需要

步行 40 多分钟，他就在裤兜里塞上小卡片，

边走边背……

日积月累，齐吉祥家中俨然成了一个文

史资料库：靠墙几排小抽屉里，一张张小卡片

整齐排列，贴着汉唐史、明清史等标签；10 个

大书柜，3000 多册藏书，根据文学、历史、传

记、少儿等分类摆放；一摞摞剪报，按照人物

故事、小知识、节俗、北京等主题分类；一沓沓

泛黄的纸张上，记录着为不同团体讲解制订

的计划……

齐吉祥与观众的故事还有很多。有一

回，几十位沈阳来的历史老师约他第二天讲

解，可是当天他另有接待任务……“可不能让

他们白跑一趟”，下班后，他从阜成门的家中

骑车赶往西直门，一家一家旅馆打听，花了一

个多小时才找到这些老师，改约了时间。老

师们既意外又感动，齐吉祥说：“我想让更多

人感受文化的魅力。要当好讲解员，首先就

得尊重观众。”

“能给观众面对面讲解
文物，这是我最大的享受”

“小朋友们，这个青铜器大不大呀？三五

个小朋友手拉手围不住它，几个同学加起来

还不如它重！”齐吉祥弯下腰，目光平视，面

带微笑，娓娓而谈，周围一群小朋友听得入

了神！

齐吉祥对小观众格外用心，这源于他 30
多年前的一次经历。在一次唐代文物展上，

一名小男孩跟随爸 爸 边 走 边 看 。 起 初 ，孩

子饶有兴味地问这问那，爸爸回答不上来；

转 头 看 边 上 的 说 明 ，也 只 有 简 单 介 绍 。“展

览 真 没 意 思 ”，不 一 会 儿 ，父 子 俩 嘀 咕 着 扫

兴而去。

受这一幕触动，齐吉祥尝试用孩子易于

接受的方式，去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他从

一杯茶入手，讲瓷器、茶叶等缘起，让孩子们

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永乐大钟内外铸有经

文 20 多万字，无一差错，他告诉孩子们这不

仅仅是技法高超，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怎么讲观众才能听得懂、喜欢听、记得

住？”齐吉祥不断摸索，形成了因人施讲的独

特风格，如今已成为博物馆界的共识。随着

在业内声望越来越高，齐吉祥先后有 3 次当

馆长的机会。“能不能不去？”他找到领导表明

心愿，“能给观众面对面讲解文物，这是我最

大的享受。”

多年来，齐吉祥几乎给全国所有省份的

讲解员都上过培训课。在他的悉心指导下，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高源先后获得北京

市十佳讲解员、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一等奖等

荣誉。欣喜之余，齐吉祥嘱咐他：“一定要坚

守岗位，继续讲下去！”

“学犹掘井”，这是上世纪 70 年代，齐吉

祥特意请一位书法家题写的座右铭，一直挂

在客厅醒目处，借此提醒自己要不断学习、不

断精进。齐吉祥做到了！历时 3 年，他写就

《这个历史太有趣》一书。全书共 8 册，从古

人吃饭、穿衣、休息等具体的生活场景入手，

带小读者走进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去年，齐吉

祥在抖音上开设“齐爷爷说历史”专栏，先后

发布近 40 个短视频，生动有趣的讲解吸引了

近万名粉丝，收获近 5 万个点赞……

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齐吉祥——

“我想让更多人感受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施 芳

一名讲解员，何以成长为知名的文史专

家？我们在齐吉祥六十余载执着坚守、孜孜

以求中，找到了答案。

是他，始终把尊重放在首位，真诚地对待

每一位观众，用一场场高水平的讲解赢得公众

的喜爱。是他，虚心求教，勤于钻研，不断提升

自我，在服务观众的同时，成就了一番事业。

“没有小岗位，只有小人物”，谈起一辈子

的讲解工作，齐吉祥神采飞扬，周身洋溢着热

情……诚然，像他一样，万千劳动者只要脚踏

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就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

不平凡的成绩，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

动真情 下苦功

上图：齐吉祥在讲解中。

资料照片

左图：齐吉祥近照。

本报记者 施 芳摄

凝神，屏息……

3D 打 印 台 上 ，排 着 一 溜 白 纸 。 纸

上，是打印机刚打出的细砂粒，色泽淡

黄，薄薄一层。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

公司模具钳工工种技能大师覃懋华（见

右图，杨淑蕾摄）伏在台沿，约莫露出半

张脸，双眼紧盯着细砂……

“端口 1，反向，调整 0.1 毫米。”覃懋

华的指令刚发出，同事就立即在打印机

的电脑上操作，“校准是件精细活，直接

关系着打印的精度。”覃懋华对工作认真

得近乎严苛，“打印机的喷头有 4 个端

口，每个端口有 1024 个喷孔，每个喷孔

的直径仅有 0.03 毫米，一丁点差错都可

能使产品报废。”

2006 年，覃懋华被安排进入 3D 打

印领域工作。摸惯了锉刀、錾子、榔头的

手，突然去碰电脑，一开始，“还真有点哆

嗦，一切都是空白，可以借鉴的经验不

多 。 手 可 以 抖 ，但 心 不 能 惧 。”覃 懋 华

坦言。

设备送料不正常、细小零件变形、

激光光路偏移……那时，整个单位就这

一 件 3D 打 印 机 ，宝 贝 得 很 ，也 娇 气 得

很。一天十来个钟头围着它转，“好几

次凌晨机器出故障，我从家骑着摩托赶

去修……”

送料有问题，就弄清楚工作温度、传

输系统、材料特性；零件变形，就反复试

验，创造性地提出酒精整体加热法，利用

均匀喷洒酒精固化材料；激光线路偏移，

就赶往上海等地交流、学习……

从材料选用到设备操作，从个性定

制到技术攻关，覃懋华勤学苦练、深入钻

研，爱上了 3D 打印事业。

“我原以为，3D 打印就是跟拼积木

似的。后来发现，这种被称为‘增材’的

技术，只是 3D 打印的一种方式而已。”遇

到重达四五吨的模具，再按照“增材”打

印，不仅工作量庞大，而且成本极高。“这

时就需要‘减材’技术，先按我们材料的

配方做出符合尺寸的硬化砂块，再用数

字化成型机用减材技术，做出一块符合

要求的产品出来。”覃懋华说。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覃懋华带领

班组成员，发明了 3D 打印+数字化减材

快速制造技术，用不到半年时间完成了

传统工艺 3 年的新品试制量。以一个 6
缸柴油发动机机体毛坯为例，用传统工

艺制作模具需要 3 个月，应用快速成型

技术仅需 20 多天。覃懋华说，新工艺使

得他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原先的产品更

改，需要修改模具，会使工艺、数控、镗

床、钻床和钳工的加工、组装、画线等各

工序返工，而现在采用 3D 打印技术只需

修改三维设计即可。

“要想开拓进取、追求卓越，一个人

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2013 年，覃懋华

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覃懋华把自己的

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人，“我

认为，工作室既是思想交流的平台，又是

技术锻炼的熔炉，更是职业专项教育的

新高地。”覃懋华说。

8 年来，工作室骨干成员培养出了

26 名技师、8 名高级技师。广西壮族自

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数据显示，围绕

3D 打印、智能制造等专业领域，覃懋华

劳模创新工作室共取得 167 项技术攻关

成果，其中 6 项成果获得发明专利、14 项

成果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研发时间短、生产速度快、价格可

接受，是 3D 打印的优势。”覃懋华及其团

队应用 3D 打印技术，先后开发出发动机

缸体、缸盖、气道等不同型号和类别的铸

件 300 多件。目前，玉柴开发的新品样

机均采用 3D 打印技术，累计节省模具开

发费用等支出超 6000 万元，获得间接经

济效益达 2 亿元。

从业 20 余年，覃懋华始终奋战在一

线。“咱们工人有力量，蓝领的人生更精

彩。”现阶段，覃懋华开始着眼于更高水

平的塑料模、金属模前沿研究，致力于打

造“专、精、特、新、多”的数字化无模铸造

岛，以期在技术创新的征程上不断取得

新成果……

模具钳工工种技能大师覃懋华——

3D打印 精准成型
本报记者 张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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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材 料 选 用 到

设备操作，从个性定

制到技术攻关，广西

玉柴机器股份有限

公司模具钳工工种

技能大师覃懋华勤

学苦练、深入钻研，

爱上 3D 打印事业；

覃懋华劳模创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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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攻关成果，其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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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17日电 （记者张天培）今年 12 月 2 日

是第十个“全国交通安全日”。日前，公安部、中央网信办、

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司法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共

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决定自即日起至 2021 年底，以“守

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共同组织开展第十个

“全国交通安全日”群众性主题活动。

鼓励引导绿色出行，助力文明交通再起航。通知指

出，要积极争取党委和政府重视支持，通过部门联合、行业

联动，将“全国交通安全日”群众性主题活动与年内保安全

护稳定促发展的重点工作紧密衔接。

公安交管部门要立足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

作，针对新时期城乡道路出行特点和群众出行变化，开展源头

隐患清零、路面秩序管控、农村安全防护和宣传警示曝光，推

进礼让斑马线活动，深化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升行动；网

信部门要引导媒体网站大力传播交通文明正能量，倡导守法

规、知礼让、讲文明的新时代交通风尚；文明办要以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为载体，教育引

导人民群众遵规守法出行；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中小学校定

期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宣教活动，培养中小学生文明交通素养；

司法行政部门要将交通安全融入“12·4”国家宪法日、全国“宪

法宣传周”宣传活动，将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普及纳入“八五”普

法内容；交通运输部门要督促道路客货运企业加强隐患排查

治理，进一步加大道路旅客运输非法违规运营精准协同治理

力度，不断提升道路运输行业安全水平；应急管理部门要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贯彻实施，公布一批典型道路

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情况，督促企业、个人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共青团组织要倡导志愿精神，发动青年志愿者协会（服务队）

深入社区、农村开展交通安全志愿劝导服务。

通知要求，要整体策划，丰富群众性主题活动内容，开展

交通安全巡回宣讲活动、文明交通示范倡导活动、交通安全文

化传播活动、警示宣传曝光活动；11月 15日至 12月 14日开展

“全国交通安全日”宣传月活动，下发第十个“全国交通安全日”标识，最大限度发

挥主题活动影响力；要鼓励社会参与，积极动员企事业单位、专业机构、社会组织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重点关注农民农村，持续组织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

回宣讲活动，完善交通事故致残致孤致困家庭、未成年人帮扶体系，推动完善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救济保障功能，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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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郭万刚时，他刚从北京

载 誉 而 归 ，又 一 头 扎 进 八 步 沙

——不久前，“德耀中华——第八

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在京

举行，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八步

沙林场党支部书记、场长郭万刚

被评为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八步沙，位于腾格里沙漠南

缘的甘肃省古浪县城东北 30 公

里处、土门镇 3 公里处，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这里还是“一夜大风沙

骑墙，早上起来驴上房”，如今这

里生长着茂盛的林木，已成为沙

漠中的一片绿洲。

1981 年，随着国家三北防护

林体系建设工程的启动和实施，

年过半百的古浪县土门镇农民郭

朝明、石满、贺发林、张润元、程

海、罗元奎六老汉，不甘心家园被

沙漠吞噬，联户承包了八步沙，要

与沙漠寸土必争。

于 是 ，一 头 毛 驴 、一 辆 架 子

车、一个大水桶和几把铁锨，他们

开 始 了 治 沙 造 林 …… 为 了 赶 进

度，全家老少齐上阵；为了省时

间，索性卷起铺盖住进沙窝里；没

有房子住，就在沙地上挖个壕沟，

用柴草搭上个地窝铺住；没有炉

子生火做饭，就用三块石头支口

锅，开水泡馍当饭吃。大风一起，

沙子刮到锅碗里，吃到嘴里把牙齿硌得生疼。

转眼到了第四个年头，那一年春天，雨水格外多，老人们

种下的树苗成活了大半。望着一棵棵亲手栽种的花棒、梭梭

长出了芽，老人们高兴地笑了。这一年，老人们在承包合同

书上摁下了指印，他们约定，如果这辈子治不住沙，就让后人

们去治。不管多苦多累，每家都要有一个继承人，一直要把

八步沙管护好！

1983 年 3 月，郭万刚的父亲，六老汉中年龄最大的郭朝

明病退；31 岁的郭万刚在父亲劝说下，辞去土门镇供销社

的工作，顶替父亲来到八步沙。这一干，就是近 40 年！

枯燥的治沙生活、艰苦的生活环境、一眼望不到头的沙

海，八步沙的现实曾让郭万刚苦闷过，也后悔过……

1993 年 5 月 5 日下午，郭万刚和罗元奎老人在八步沙

巡林时，遭遇了一场特大沙尘暴，在沙漠里晕头转向地乱闯

了六七个小时后，才从沙窝里出来；等到夜半回到家里时，

妻子眼泪汪汪地说以为他回不来了。

后来郭万刚才知道，这场 12 级以上的“黑风暴”，夺走

了古浪县 23 条生命。这次遭遇，让郭万刚真正认识到了自

己坚守的是一份怎样的重担和承诺，也让他下定决心，一定

要把沙给治住！

在治沙的 40 年中，5 位老人相继去世。为了兑现父辈们

的绿色承诺，郭万刚带领第二代治沙人接过父辈手中的铁

锨。经过多年苦战，八步沙变绿了，郭万刚则开始思考再次

创业：“八步沙虽然治住了，但它的北面还是寸草不生的大沙

漠，不治理迟早是个害。林场要发展，就不能只守摊子。”

2003 年，郭万刚带领八步沙林场主动跨区域承包治理

八步沙北面 25 公里外的黑岗沙、大槽沙、漠迷沙三大风沙

口，经过 12 年苦干，治理了 11.4 万亩的沙漠。2015 年秋季，

他们承包了八步沙 80 公里外的麻黄塘沙区 15.6 万亩封禁

保护区的管护任务，并大规模开展治沙造林。至 2018 年春

季，完成工程治沙造林 2 万多亩，草方格压沙 0.7 万多亩，封

沙育林草 1.8 万亩，防沙治沙施工道路绿化工程 56 公里，栽

植各类沙生苗木 800 多万株，为构建西北治沙屏障奠定了

良好基础。

三代人经过 40 年的努力，在八步沙植树 1000 多万株，

治理 7.5 万多亩荒漠，八步沙林场管护区内植被覆盖率由治

理前的不足 3%提高到 70%以上，形成一条南北长 10 公里、

东西宽 8 公里的防风固沙绿色长廊。从八步沙，到黑岗沙、

大槽沙、漠迷沙三大风沙口，再到麻黄塘沙区，他们一共完

成治沙造林 23.7 万亩，封育管护面积达 43 万亩，相当于再

造了 5 个八步沙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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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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