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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抽出两根银丝，轻轻将其拧在一起，放

在搓活板上，用板子不停地来回搓磨……

银丝细若发丝，直径仅有 0.10 毫米，两根银

丝间的缝隙通过搓活板的搓磨不断缩小，

直至紧紧缠绕在一起。“我们将两股以上搓

成的丝称之为花丝，而景泰蓝是单股扁丝，

这也是花丝镶嵌与景泰蓝的区别之一。”马

福 良（见 右 图 ，资料照片）边 做 边 向 记 者

介绍。

搓丝完成后，便是“掰花”的环节。掰

花，即根据画案，用镊子将细花丝“掰剪”成

一根根长短不一、弧度不同的小花丝，然后

轻轻粘在胎体上，形成完整的形状和图

案。“花丝工艺特别费功夫。一件作品的完

成有时需要用到几十米、上百米的花丝，耗

时 也 常 常 是 按 月 计 ，甚 至 按 年 计 。”马 福

良说。

0.10 毫米的银丝是马福良能“掐”出的

最细的丝，也是迄今为止花丝镶嵌工艺可

以达到的最细花丝直径。“以往的花丝最细

只能做到 0.13 毫米。”马福良说，“掐丝并不

难，难的是怎么把这些细花丝完好地焊接

在一起。”花丝越细，焊火控制的难度就越

大。只要焊火的大小、喷射

的位置稍有偏移，就容易导

致花丝与焊药一起熔化，整

件 作 品 便 会 前 功 尽 弃 。“ 焊

接 ，最 讲 究 手 、眼 、脑 的 统

一。”马福良说，“脑控、眼盯、

手动……眼睛捕捉到焊药即

将熔化的一瞬间，手中的焊

火就要及时果断地撤离。”马

福良还引入了激光焊接法，

通过激光焊接机进行精准焊

接。“将现代科技融入传统工

艺，可以推进传统工艺的传

承及创新，创造出更多精美

的工艺品。”马福良说。

“花丝镶嵌工艺是一项融合艺术，集掐

丝、錾刻、镶嵌等工艺为一体。”马福良介

绍，河北大厂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的历史可

上溯到汉代，随着历史的发展，融合了多民

族、多地域的技艺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花丝工艺品。如今，大厂回族自治县已成

为我国北方地区花丝镶嵌工艺品生产和出

口基地。2008 年，花丝镶嵌制作技艺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

马福良成为这一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

“ 我 第 一 次 制 作 花 丝 工 艺 品 是 在 17
岁。”马福良的父亲一直从事花丝工艺品的

制作。耳濡目染之下，马福良也慢慢入了

行。花丝镶嵌众多工艺中，他最喜欢的是

錾刻。“别看只是用锤子敲打錾子，这里面

讲究可多了。”下锤的力度、发力的角度都

要根据材质的薄厚、图案起伏的高低不断

调整。錾刻中，最费心思的是錾子。“三分

手艺，七分家伙儿。要想成品好，家伙儿必

须行。”每次制作新作品，马福良总要先花

大量时间研究工具，根据图案的纹路，制作

不同形状的錾子。多年来，马福良制作及

使用的錾子已近 400 个。

精美的首饰、别致的杯托、华丽的摆

件 ……“ 花 丝 镶 嵌 工 艺 只 有 真 正 融 入 我

们日常生活，才能更长久地传承下去，更

长 久 地 焕 发 出 华 丽 的 光 彩 。”从 业 40 余

年，马福良始终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在

他的带动下，河北大厂花丝镶嵌工艺产品

类型已达千余种。2014 年，马福良创立了

河 北 省 技 能 大 师 工 作 室 。 从 起 步 时 的 4
人到如今的 40 人，工作室中已有 6 人被评

为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传统文化和民

族工艺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所喜爱。我相

信，在我们的坚守下，花丝镶嵌这门古老

的 技 艺 一 定 会 焕 发 出 新 的 光 彩 。”马 福

良说。

花丝镶嵌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福良——

掐丝如发 錾刻入心
本报记者 邵玉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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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郑 惠 连 在

给儿童听诊。

左图：郑 惠 连

在查阅相关书籍。

资料照片

人物小传

郑惠连：1926 年生，1956 年从上海西迁至重庆参与医院建设，

曾任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原儿保科主任、儿保教研室主任，

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她长期从事儿童保健工

作，为中国儿童保健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96 年主编的“儿童保

健学”高等院校教材，获卫生部优秀教材二等奖，1996 年获评卫生

部全国妇幼卫生先进工作者，2003 年被评为全国老年卫生科技优

秀工作者，2012 年获得全国儿童保健医师终身成就奖。

■记者手记R

见到郑惠连，会感受到“朝气”。她说，

这是因为长期和孩子们在一起。告别上海，

西迁重庆，扎根山城 66 年，郑惠连有使不完

的劲儿。她用医者仁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希

望。回报她的，是孩子们快乐的笑脸，是家

长感激的眼神，是大家爱心的传递……

直到现在，每次看到小孩子，郑惠连都

会仔细观察。对她而言，这是职业习惯，更

是心中割舍不掉的责任。

在工作和生活中，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做细，便能给社会贡献更多力量。每一个

人都应该积极向上向善，把爱与责任放在

心间，从“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中感受持续

温暖的前行力量……

爱与责任放心间

见郑惠连老人一面，并不容易……

这位 96 岁的儿童保健专家，把每天的

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为儿童义诊，给大家

讲课，学习最新医疗知识……“请坐。”在郑

惠连的办公室里，见记者到来，她放下手中

的书，起身握手，温暖而有力。

2022 年是郑惠连来重庆的第六十六

个年头。1956 年，她和 400 多名师生一起，

从上海来到重庆，从此扎根西南，参与创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一辈子和儿

童打交道，成为一名快乐的行医者。

“做儿科医生，除了要
有医术，还要懂得更多”

郑惠连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眼睁

睁看着许多身边人，尤其是孩子，因为缺医

少药而失去生命……”回忆往事，郑惠连眉

头紧锁，自家的 3 个姊妹兄弟幼时也因病

去世。

从那时起，学医的念头，成了郑惠连心

中不停燃烧的火苗……

抱着这个信念，1944 年，郑惠连考入

国 立 上 海 医 学 院（复 旦 大 学 上 海 医 学 院

前身）。毕业后，她来到上海第一医学院

附 属 儿 科 医 院 工 作 ，开 启 了 儿 科 医 生

生涯。

“祖国号召广大青年支援西南，你愿意

去重庆支援建设儿科医院吗？”1955 年，一

道选择题摆在了郑惠连面前：留下，可以在

自己熟悉的地方安心工作生活；西迁，可以

支援西南医疗体系建设，保障更多孩子的

健康。郑惠连没有犹豫：“1956 年初，记得

是大年初三，我来到了重庆。”

刚到重庆时，郑惠连很不适应——听

不懂的方言，不好走的坡坎路，以及饮食习

惯不同……“从两路口走到观音岩，要爬

200 多级台阶。”脚上磨起血泡，就脱了鞋

光着脚继续走。这些她都不在乎，一心只

想着儿童医院建设的事儿。

彼 时 的 儿 童 医 院 尚 是 一 张 白 纸 ，怎

么 建 ？ 作 为 筹 备 组 里 唯 一 的 医 生 ，郑 惠

连 想 ，虽 然 可 以 借 鉴 上 海 的 经 验 ，“ 但 不

能 照 搬 ，也 远 远 不 够 ”。 为 此 ，她 拜 访 了

当地各大医院的儿科。做调研、问流程、

学 规 则 ，从 病 床 尺 寸 、医 疗 器 械 ，到 医 生

处方笺、护士体温单……郑惠连关心的，

不 仅 是 有 关 医 疗 的 事 务 ，医 院 的 整 体 建

设 ，郑 惠 连 也 仔 细 询 问 ，生 怕 漏 了 一 点

半点。

半年后，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开

诊，病人涌进医院。作为医院唯一的主治

医师，郑惠连忙得团团转。“做儿科医生，除

了要有医术，还要懂得更多。”虽然忙，郑惠

连还是抽出时间，针对儿科创立了辅餐制、

预 诊 制 ，儿 童 医 院 的 制 度 规 范 逐 步 建 立

……

“我们面对的是儿童，
必须要高度负责”

一次走在路上，不远处的墙角，蹲着一

个瘦弱的小姑娘。郑惠连看到了，心里直

犯嘀咕：“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看到小姑

娘的父亲在旁边，郑惠连忙赶过去，进行了

自我介绍，也说了自己心中的疑虑……

这时，小姑娘的父亲一下子抓住郑惠

连的胳膊：“看了好多医生，都不知道是啥

病，能帮帮我吗？”通过仔细检查，确定小姑

娘是甲状腺功能低下患儿。多亏了及时治

疗，小女孩逐渐康复，如今已长大成人，过

上普通人的生活。

这个小姑娘，只是郑惠连治疗过的众

多孩子中的一个。时间长了，郑惠连想：

“孩子的病，怎么都看不完。”

“要把更多功夫下在预防阶段。”到了

上世纪 70 年代末，“儿童保健”的概念进入

郑惠连的视野。当时，儿童保健在全国尚

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可借鉴的经验。郑惠

连带领团队，组建了儿童保健教研室，这一

干，又是几十年。

为了尽快填补儿童保健领域的空白，

郑惠连阅读了大量医学书籍和文献，并从

临床中逐渐积累经验。原卫生部（现国家

卫健委）全国高等学校规划教材《儿童保健

学》第一版，便是郑惠连牵头组织编辑的。

每次为儿童检查，她都把手搓热了再

触诊，学生们也学着郑教授，手里常常揣个

暖水袋；有的父母缺乏儿童保健常识，郑惠

连比父母都着急，可一转头，又会耐心地给

他们讲注意事项……“我们面对的是儿童，

必须要高度负责，不仅要技术过硬，态度更

要好。”

在别人看来，儿童保健工作十分繁琐，

怎么喂养，如何做好营养均衡，如何养成好

的性格……可在郑惠连眼里，这是让孩子

一辈子都受益的事，无论多么琐碎，都很

值得。

“我愿意做一辈子快乐
的行医者”

年近花甲之时，郑惠连又有了新任务。

上世纪 80 年代，郑惠连先后 4 次率领

团队出国考察。英语过硬的她，每天晚上

为中国学员“补课”，翻译当天的学习课程

再分享给大家。社区儿保、伤残儿童管理、

世界妇幼工作动态……回国后，郑惠连更

加明确了儿童保健的研究方向，也推出了

更多在业界有影响力的成果。

退休后的她，又把义诊搬到了山区。

从市里出发，坐车 6 小时，城口县下车；在

这个位于大巴山深处的小县城，郑惠连连

续坐诊一个月，手把手教当地医生做儿童

保健：“看一个孩子要 40 分钟，给家长讲

又要一个小时，做儿科医生，要有十足的

耐心。”

义诊，讲座，会议……郑惠连一直没有

闲下来，即便 90 岁高龄，她也不停歇。每

次做讲座用到的 PPT，郑惠连都要自己在

电脑前琢磨好久。

现 在 ，闲 不 下 来 的 她 ，开 通 了 线 上

问诊。

“郑教授，孩子 6 个月大了，坐不稳怎

么办？”

“郑教授，宝宝一岁多，不愿意洗头怎

么办？”

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育儿经验，“问题再

简单，也要耐心解答。”郑惠连每天都按时

上网，给网友们支招，“能够将毕生所学，传

授给年轻父母，帮他们养个健康快乐的宝

贝，其乐无穷！”

2012 年，从事儿科医疗保健、教学和

科研工作半个多世纪的郑惠连荣获“全国

儿童保健医师终身成就奖”。

“孩子们都健康，国家就更有希望。”郑

惠连说，在她接诊的孩子中，有的已为人

母，现在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找她做儿童

保健，这让她感到欣慰，“我愿意做一辈子

快乐的行医者”。

96岁重庆儿童保健专家郑惠连——

“孩子们都健康，国家就更有希望”
本报记者 常碧罗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为深入宣传公安先进典型事

迹，弘扬公安英模精神，公安部日

前开展了以“公安心向党 护航新

征程”为主题的第五期全国“公安

楷模”发布活动。其中，河北省唐

山市刑警汤宝俊、重庆市武隆区交

警罗旦华、南昌铁路公安局福州公

安处民警杨仁德等荣获全国“公安

楷模”。

捍卫正义 舍生忘死

汤宝俊：将一身警服
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2021 年 3 月 24 日下午，在河北

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光源路一家不

显眼的理发店里，区公安局垦区治

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汤宝俊一眼

便看见坐在角落的网上在逃犯罪

嫌疑人赵某军。就在十几分钟前，

汤宝俊得到犯罪嫌疑人线索，马上

带队赶往理发店组织抓捕……面

对身高 1.9 米、体重近 100 公斤的赵

某军，他丝毫没有犹豫，不顾危险，

第一时间冲了上去，不料遭到犯罪

嫌疑人拼命挣扎、疯狂反抗。在殊

死搏斗的过程中，汤宝俊突然失去

意识，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年

仅 39 岁。

汤 宝 俊 一 生 将 一 身 警 服 看 得

比生命还要重要，他从小最大的愿

望就是“当警察、抓坏人”。汤宝俊

曾对父母说：“当警察能打击犯罪、

保 护 老 百 姓 安 全 ，是 最 神 圣 的 职

业，也是我最大的梦想！”

“ 无 论 面 对 什 么 样 的 危 急 情

况，他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第一

个勇敢冲上去。”汤宝俊的同事告

诉记者，在破获案件和执行抓捕任

务时，他英勇善战、临危不惧，总是

把年轻的战友紧紧护在身后，自己

迎着危险一次次冲锋在前。

在刑警队工作的 6 年，汤宝俊

是同事眼里的“拼命三郎”、破案能手。他将“破案才是硬道理”作为

工作信条，累计参与破获刑事案件 40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00 余

人。2019 年 5 月 30 日，辖区内两个小区的超市接连遭到蒙面抢劫，

引发居民恐慌，汤宝俊不到 22 小时就将犯罪嫌疑人抓获；2018 年，汤

宝俊在侦办案件时，发现重大线索，通过 1 个多月仔细研究、顺线摸

排，先后转战 20 多个省份，最终破获了一起重大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 43 名，缴获涉案资金达 800 余万元。

从警 17 年，汤宝俊始终怀揣着对工作的满腔热情，敢打敢冲、埋

头苦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了铁血刑警的铮铮誓言。

爱岗敬业 坚守一线

罗旦华：冬披一身雪，夏脱三层皮
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秩序大队民警罗旦华，2012 年

起担任仙女山景区摩托车巡逻队队长，十年如一日，爱岗敬业，坚守

在执勤一线，骑坏了 6 辆摩托车，巡逻骑行 40 万公里，在平凡岗位上

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冬披一身雪，夏脱三层皮”是罗旦华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

武 隆 区 仙 女 山 景 区 年 接 待 游 客 3000 万 人 次 以 上 ，尤 其 到 了 节 假

日，更是游人如织。加上景区道路弯多、坡陡、路窄，极易发生拥

堵和交通事故。在交巡 警 摩 托 车 巡 逻 队 的 3400 多 个 日 夜 里 ，他

每 天 坚 守 在 守 护 景 区 道 路 安 全 的 第 一 线 ，带 领 摩 巡 队 员 周 而 复

始地在 24 公里的盘山公路上巡逻，不放过任何一处道路隐患和交

通险情。

2021 年 10 月 3 日上午，仙女山景区有一位老人突发疾病，需要

马上送往医院，但当时正值出游高峰，仙女山路段十分拥堵。正在景

区巡逻的罗旦华接到求助后，马上紧急疏导车流，开辟绿色通道，调

派 3 名摩巡队员接力护送。最终，20 多公里的拥堵道路，仅用了 17
分钟，老人就被安全地送到了医院。近年来，罗旦华先后紧急护送受

伤群众、临产孕妇、中暑旅客等 200 余人次，30 余名生命垂危的病人

得到及时救治。

了解罗旦华的人都知道，只要群众有困难，无论是护送伤患，还

是一线抢险，他总是冲在头里。2019 年 6 月，武隆区突发强降雨，山

区道路多处塌方，导致景区道路中断，上千辆车滞留……他带领队员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搬石头、抬树木、疏沟渠；经过 5 个小时艰苦奋战，

终于排除了道路险情，恢复了交通秩序，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继承创新 警务精湛

杨仁德：当一把值得锻造的“利剑”
杨仁德，来自被称为“英模摇篮”的南昌铁路公安局福州公安处

福州车站派出所，现任福州车站派出所综合大队大队长。在陈善珉、

丁榕等老一代英模的感染下，杨仁德勤学笃行、刻苦钻研，将前辈们

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999 年，杨仁德从警校毕业，被分配到福州公安处来舟站派出

所工作。虽然工作很忙，但一到休息时间，他就要跑到福州车站派出

所拜师求艺，陈善珉和丁榕都被他的精神感动。“从他的认真态度看，

我就知道他是一把值得锻造的‘利剑’。”陈善珉说。

杨仁德善于钻研思考，不断将从老一代英模身上学到的本领和

经验继承创新。2012 年，在杨仁德的倡议和带领下，福州车站派出

所服务站应运而生，一边为出行旅客提供优质服务；一边抓“平安车

站”创建，深化查缉追逃、治安管控、大案攻坚。

从“杨仁德先锋岗”到“杨仁德警务室”，在杨仁德的带领下，福州

车站派出所不断求新求变，形成了集反恐防控、处突维稳、治安打防、

为民服务为一体的警务室模式。这些年，结合治安防控的新形势、新

要求，杨仁德还逐渐探索总结出“站区查缉追逃工作法”“五字追逃

诀”“十八字网上追逃工作法”等车站列车查缉方法口诀，大大提升了

车站安全防控效率。

从警以来，杨仁德牢记“人民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不断为

人民群众做好事、解难事。渐渐地，杨仁德也从英模前辈的“徒弟”成

长为福州车站派出所的“老师傅”，培养了一批爱岗敬业、业务精干的

青年民警，将为民服务的精神代代相传。

警徽荣耀，热血铸就。汤宝俊用热血践行诺言，罗旦华在平凡岗

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故事，杨仁德潜心为民解忧服务……他们以牢记

使命、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警察“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树立起一座座新时代人民

警察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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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活看点绝活看点】】

0.10 毫 米 ！ 这 是 花 丝 镶 嵌

技艺传承人马福良“掐”出的最

细花丝直径，也是迄今为止这一

技艺可以达到的最高水平。花

丝 镶 嵌 是 一 项 融 合 艺 术 ，集 掐

丝 、錾 刻 、镶 嵌 等 工 艺 为 一 体 ，

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马福良致力于将

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让

花丝镶嵌这门古老的技艺融入

人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焕 发 新 的

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