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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好是拼图，我的工作也
是拼图，不过我拼接的是 3000 多年
前的文明碎片——甲骨。借助人工
智能技术，缀合残缺的甲骨片，这份
工作听起来很有趣，其实做起来不
简单。

2024 年 是 甲 骨 文 发 现 125 周
年，也是我来到甲骨文故乡河南安
阳、应聘到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
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第五
年。这一年，我所在的甲骨文传承研
究创新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集体，和同事缀合出的甲骨也超 100
组，助力殷墟甲骨文字传承工作。

和甲骨文结缘，我算是有点
“跨界”。我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
是数字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视觉技
术，跟 3000 年前深奥的甲骨文不
沾边。2019 年临近毕业时，我拿
到了一部分甲骨文图像数据，开
始研发第一版甲骨缀合程序。当
年恰逢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我
借助程序发现了一组可以缀合的
甲骨碎片，当时兴奋极了。后来
被告知，这组甲骨早已被前辈人
工缀合过。虽然我一度非常沮丧，
但也客观证明了借助人工智能缀

合甲骨的有效性。
2024 年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

里面新展出了许多成版甲骨。其
实，它们出土时并不完整，后期通
过前辈大量的“拼接”。从甲骨文发
现至今，大约存有 16 万甲骨碎片，
许多还流落在国外。只有把更多的
碎片“拼接”起来，才能更好地破译
甲骨文。但从数以万计的甲骨碎片
中，寻找并拼出完整的一块，并不是
件容易的事。做甲骨文拼图有点像
大海捞针，比如多个完整的甲骨碎
成多个碎片，这属于多目标拼接，然
后是图像边缘等距离拼接、图像的
纹理拼接、图像中这些残词残句的
拼接，我们需要开发 1 个软件，同时
解决这 4 个问题。经过反复尝试，
接受无数挫折，我们在去年实现了
甲骨碎片图像的小批量缀合。

新的一年，殷墟甲骨的文字传
承工作并未停歇。今年 6 月，实验
室将组团到法国进行甲骨实物高保
真数据采集，我希望能参与进来，
和同事一起研发出甲骨文碎片较大
规模缀合的程序，建立更全面和规
范的甲骨文字形库和语料库。

（本报记者  张文豪采访整理）  

在运动和学习上实现进步
■ 贺为渊  贵州安龙  小学生

2025
我的新期待

我今年 24 岁，是中国传媒大
学电视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我
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过程中克服
一次次挑战。

2024 年，我有幸参加学校的
海外实习项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参加了一场 20 公里环城跑，并录
制一段视频。之前，我在学校经常
跑步，但最远也就 10 公里。这次
环城跑的里程相当于“小半马”，
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刚开始几公里，我跑得非常顺
畅，跑步过程中还能一睹中世纪风
格的城市风光；但到 10 公里时，我
感觉状态和平时不一样了，脚步越
来越沉，再没有心思去拍摄了。过
15 公里，双腿都有点抽筋，几乎逼
近体能的极限，一度有放弃的念头。
但凭借坚强的信念，想知道完成比
赛是什么样的，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跑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我才明
白，最重要的不是成绩好坏，也不
是鲜花、掌声和奖牌，而是实现了
新的突破。在终点的背景板前，许
多参赛者和民众都对我竖起了大拇

指，此刻我的成就感满满，也成为
去年我最珍贵的回忆。

体育运动是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过去一年，我看到了
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健儿的拼搏身
影，感受过冰雪场地中普通群众的
活力和激情，跑过几个 5 公里、10
公里。我一直认为，无论男女老少、
年龄几何，只要愿意走出家门参加
运动 ，就能感受到沉浸感和满足
感，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变好。

再 过 几 天 ，我 将 迎 来 25 岁 生
日，开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常听
说，人生也是一场马拉松。无论写
论文、准备毕业还是找工作，都是马
拉松的一个阶段，都需要一股跑马
拉松的劲头，既要积极前行，也要脚
踏实地。

新的一年，我期待能多参加几
场半程马拉松比赛，争取完成一次

“全马”；也希望能通过论文答辩，
顺利毕业，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
我将以一个好的状态开始新年，把
2025 这一段路跑好。

（本报记者  吕九海采访整理）  

跑好下一段路
■ 刘子赫  北京  研究生

我是石家庄市灵寿县人，1989
年 9 月，我们村通了电，19 岁的我就
成了一名光荣的村电工。目前，我担
任灵寿县供电公司寨头供电所南营
服务站台区经理，同时也是服务站
外勤班的工作人员。

太行山深处的木佛塔村一直是
我的服务责任区。全村 138 户 380
人，分散居住在 9 个自然庄。村里
大多是留守老人，山路出行不便。

背篓、工具包和摩托车就是我
出行的“标配”。太行山上的荆条
遍地都是，编制的背篓特别结实耐
用，我自己就会编。每次帮着老乡
们往山下背核桃、蘑菇、山楂、柿饼、
土鸡蛋等山货，从山下给大家带酱
油醋、药品、米面油等生活用品，都
得五六十斤，背篓就成了我的好帮
手。大家都说我是“货郎电工”“背
篓电工”。30 多年来，我靠一辆摩
托，在山区跋涉近 30 万公里，用坏
16 个背篓。我也从青年变成了中
年，脊背已不再挺直。

75 岁的邢德全和老伴儿白喜
妮俩人身体不大好，干不了重活
儿。老两口有一儿一女，女儿出嫁

了，儿子和我同岁，但不幸患病，
丧失了劳动能力。老两口种着十几
亩地，干不了的就喊我帮着干。作
为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尽自己的能
力帮助老人，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时间长了，村里的老人们都说：“海
明就像儿子一样，事事都替俺们考
虑到了。”

忙单位的事儿，忙乡亲们的事
儿，可家里的事儿却常常顾不上。
经常吃着饭，别人一个电话，我撂
下饭碗就给别人帮忙去了。在我的
影响下，读大学的女儿也参加各种
公益社团，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有需
要的人。

今年元旦这天，国家电网河北
电力（灵寿）共产党员服务队“乡情
背篓”特色精品服务项目启动，来自
电网的 7 名青年职工在木佛塔村开
展了第一次志愿服务活动。看到越
来越多的人参与志愿服务，我对新
年有了新期待，希望未来背篓里装
满更多乡情。新的一年，我会尽自己
努力帮助老人，也希望更多年轻人
能加入志愿者队伍。

（本报记者  张腾扬采访整理）  

临近春节，采购年货的人多了
起来，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作为
一名环卫工人，看车水马龙、川流
不息，我感到责任更大了。做好马
路的清扫保洁工作，事关每一位市
民的出行体验。

2005 年，我成为一名环卫工
人，最开始负责的就是马路清洁。
20 年里，因工作需要，我几乎转遍
了县城里大大小小的街巷，从新手
成长为小组长，我既有自己日常负
责的一片区域，也带着清扫团一起
扫。作为本地人，在家乡成为“城市
美容师”是份机缘，看着市民的素质
越来越高，大家还给予我认可和鼓
励，我的心里暖暖的。

过去一年，我收获了新的机
遇。县城的渭河生态廊道竣工交
付，市民游客有了新的休闲美景
地，一旁宽阔的灞陵桥东路也实现
升级，组织派我来此担任马路清洁
组组长，和新加入的 13 名环卫工
人同事组成新队伍。来到这里，我
第一件事就是教大家扎扫把。

事虽小，但重要。“扫得快不
如扎得好。”这是老前辈教给我的
话，我又传递给新同事们。扎不扎

得好一个扫把，决定着能不能干好
环卫工作。如何挑选扫把柄和竹
子、如何用手钳和铁丝固定、如何
系上充足的塑料条……一项一项，
新同事们听得认真、学得快、练得
勤，截至目前，我已经向 100 多名
新同事传授过技巧。

现在，我们每天早上 4 点半就
起床，在马路上一边清扫，一边迎
接初升的太阳。除了早上固定的
清扫，我们还全天值守，做好垃圾
清理、日常保洁。作为本区域的小
组长，我每天还会进行督查。令我
欣慰的是，同事们的环卫工作质量
越来越高，技巧也更成熟。雪天，
我们拿着雪铲全员出动；雨天，我
们紧盯易积水路面，确保排水通
畅……在我们负责全长 3000 多米、
面积超过 8 万平方米的保洁区域
里，干干净净是常态，也是标准。

看重工作中的每个细节，主动
提升环卫工作能力，这是我以前坚
持的想法和做法，更是我今后不断
努力的方面。新的一年，我希望更
多朋友都从自身做起，一起守护清
洁美丽的环境，让城市更加整洁。

（本报记者  宋朝军采访整理）  

“架起大铁锅炉火正旺，库木
勒节沸腾了家乡，罕伯吼出喝彩的
太阳……”站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哈拉新村村
口，高亢奔放的“扎恩得勒”歌
曲、欢快活泼的“哈克麦乐”舞蹈
向游客展示着达斡尔族历史文化与
民 族 风 情 ， 引 得 大 家 不 禁 一 同
起舞。

我叫多雪英，是村委会主任。24
年间，我一直工作在有“中国达斡尔
族第一村”美称的哈拉新村，这里
70% 的村民都是达斡尔族，不仅是
国家级特色民族村寨，还是 4A 级旅
游景区。

近些年，我们通过打造达斡尔
民族风情旅游廊道和嫩江生态旅游
观光带，推出了周末游、民俗游、
度假游等十大旅游产品，叫响了

“卜奎故地·嫩水达乡”的旅游品
牌。尤其是每年 6 月，在嫩江环
抱、碧草连天、鲜花盛开的库木勒
草原上，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这里
参加达斡尔族传统节日——库木勒
节，感受马背狂奔、野外露营、江
畔垂钓等独特的达斡尔族风情。

除了民族节日，我们还打造了
包括朝鲜族民居、现代农村民居、
新中式民居和蒙古包等不同风格的
12 家民宿；创建了设有传统服饰、
手工艺品等各种摊位的楚勒罕集
市；推出了柳蒿芽鲫鱼汤、柳蒿芽
炖排骨等具有达斡尔族特色的美食
产品。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我们村已
经成为“民房变民宿、美景处处
有、游客熙熙攘、歌舞乐悠悠”的

“明星村”。全村三分之一的村民参
与到了旅游产业发展中，在家门口
就吃上了旅游饭。

要问我新的一年有啥期待，当
然是希望达斡尔族能被越来越多人
认识，哈拉新村能有越来越多的游
客。为此，我们借助冰雪旅游火
热出圈的“东风”，打造具有我们
民 族 特 色 的 冰 雪 旅 游 项 目 ， 将

“打火球”“肯古楞”（滑雪板） 等
达斡尔族传统项目融入景区旅游
体验中。相信未来我们的旅游产
业会越做越大，老百姓的日子会
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郭晓龙采访整理）  

城市更加整洁
■ 陈  玫  甘肃渭源  环卫工人

村里有越来越多的游客
■ 多雪英  黑龙江齐齐哈尔  村委会主任

我今年 7 岁，是一名布依族的
小学生，现在上一年级。我出生在
一个美丽的地方——贵州安龙，这
里四季如春，风景秀丽，有深厚的
文化底蕴，还有浓郁的民族风情。
妈妈常说，安龙有“三千年文化、
三百年荷花、三十处美景”。而且
安龙还有个名字叫“加油之城”，
因为“加油”这个鼓舞人心的词
语，正是发源于我的家乡呢！

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总是对
身边的事物充满好奇。其中，我最
喜欢的运动是篮球。课余时间，我
经常参加篮球活动，在球场上交到
了很多朋友。篮球不仅让我变得更
强壮，还锻炼了我的反应能力和协
调性。每次投中一球，我都特别开
心，仿佛完成了一个挑战。

除了自己打球，我也喜欢看篮
球比赛，许多优秀的篮球运动员都
是我的偶像。无论是他们场下的刻
苦训练，还是场上的专注和拼搏精
神，都让我明白：无论运动还是生
活，只有全力以赴，才有可能取得
成功。这让我下定决心，在学习和

运动中都要像运动员一样，不怕困
难，不断挑战自己。

去年，学校举办冬季运动会，
我报名参加了跑步和拔河比赛。虽
然过程很辛苦，但我和队友齐心协
力，坚持完成了比赛。比赛结束
后，身体有点累，但我内心很激
动，我发现自己变得更勇敢了。

在学习方面，我对数学特别感
兴趣，尤其喜欢做一些有趣的应用
题。它们像一个个解谜游戏，需要
开动脑筋去寻找答案。每次解出一
道难题，就像投进一颗好球，总会
给我一种特别的成就感。

新的一年，我给自己定了两个
目标：第一个是刻苦练习篮球技术，
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争取像高年
级的大哥哥们一样，代表学校参加
比赛；第二个是更加努力学习，把功
课学好，解出更多难题，逐渐进步，
将来掌握更多知识，实现更大的梦
想。无论是学习还是篮球，我都会
坚持不懈地努力，因为我相信，只要
拼尽全力，总有收到回报的那一天。

（本报记者  霍旻含采访整理）  

传承好殷墟甲骨文
■ 张  展  河南安阳  考古工作者

带动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
■ 邢海明  河北石家庄  电工

▲ 邢海明在帮村民换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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