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征程上建功立业创新创造
奋战在刑侦一线的钢铁硬汉

——记全国先进工作者、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二大队三级高级警长张雷

一片丹心报乡土的“田园追梦人”
——记全国劳动模范、天津市多兴庄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薄春霞

30年如一日 用行动诠释孝和爱
——记全国劳动模范、天津市宁河区丰台镇东赵村村民凌秀荣

心系家乡 助力乡村振兴
——记全国劳动模范、天津红叶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张思佳

勤奋执着的科研工作者
——记全国先进工作者、南开大学教授卜显和

桃李满天下的耕耘者
——记全国先进工作者、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王成山

“心脏守护人”诠释医者仁心
——记全国先进工作者、天津市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姜楠

航天器核心机构制造的“雕刻大师”
——记全国先进工作者、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国家级技能大师、国家级创新工作室领衔人李晓宝

“身材魁梧、白净斯文 ，说话条理清晰 ”，这是
很多人对张雷的最初印象。但接触之后才发现 ，
冷静果敢、执着顽强才是他的本色，哪怕是 2014 年
患白血病至今，张雷依然战斗在刑侦一线，并以忘
我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诠释着入警时许下的铮铮
誓言。

2018 年 4 月，市公安局河北分局收到实名举报
信，举报人称其在两年前向一家贷款公司借款，短
短几个月时间，不仅债台高筑，还被恐吓威胁，导致
最后被迫公司破产，房子变卖。由于时间跨度大，
早已物是人非，如何寻找突破口？张雷的执着劲儿
又上来了，他和战友们加班加点，不放过任何一个
细微之处，从琐碎的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

“这个案子破下来，能拿半个会计证了。”回忆当
时的场景，张雷开玩笑地说道。经过两个多月的艰
苦调查取证，一个以“套路贷”为主要犯罪手段的涉
黑组织渐渐浮出了水面。经查，3 年间，王某、杨某
等人利用假贷款方式，非法敛财 2000 余万元。

久经沙场、屡立战功的张雷平时寡言少语，但只
要一说起破案，便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以前出差

办案子，恨不得后方给我技术支撑，现在，我也有机
会凭借经验做基层执法办案的后盾。”2023 年，张雷
转型钻研公安大数据赋能实战，带领团队全链条支
撑基层。张雷说，不管在哪个岗位，他都更加珍惜
活着的机会，他要把捍卫正义、守护平安的事业进
行到底。

本报记者孙祎 通讯员张婧怡 刘皆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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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静海区的现代化农业发展版图上，有一位领军
人，她思路开阔、思维敏捷，善于把学习、实践和创新
融为一体，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敢为人先的创新
精神，在现代化农业发展领域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
她就是不久前获评全国劳动模范的“田园追梦人”薄
春霞。

2011 年，她创办的天津市多兴庄园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致力于无公害农产品的种植、加工、销售与
配送，逐步发展壮大，并通过统一管理、技术指导，使
农产品附加值提高 10%到 20%。薄春霞说：“目前，天
津基地有3000亩地，其中1500亩的鱼塘，500亩的蔬菜
大棚。目前，通过‘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我们
已经带动周边30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

薄春霞深知，企业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更要
不忘初心肩负起社会责任。为更好地在乡村振兴战
略中贡献企业力量，她将发展目光投向更远，积极践
行多兴人“生活以农为本”的经营理念，带领企业以贫
困地区有历史、有特色的农产品为基础，坚持输出企
业管理、技术和销售渠道，通过“一村一品”“一乡一
品”产业带动模式，助力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

获评全国劳动模范让薄春霞激动不已，她说：“我
将以荣誉为新起点，继续深耕农业领域，把多兴庄园
打造成更具影响力的农业品牌，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在沃野千里继续书写”新农人“传奇的同时，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人关注农
业、投身农业，用勤劳和智慧让农业绽放新的光彩。”

本报记者孙祎 通讯员张宸齐 张震宇

58 岁的凌秀荣脸上刻满岁月的沟壑，却掩不住眼
里的温润光芒。说话时，她总是不自觉地放轻语调，仿
佛怕惊扰了谁，布满老茧的双手却透露出三十载光阴
里托起整个家庭的重量。这位来自天津市宁河区丰台
镇东赵村的普通农妇，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与柔情，
在命运的狂风骤雨中为四位至亲筑起避风港。

1992 年，25 岁的凌秀荣带着对婚姻的憧憬走进王
家。彼时的她不曾料到，命运的考验会以如此密集的
方式降临。1998 年深冬，婆婆不慎摔倒导致髋骨粉碎
性骨折，从此卧床不起。凌秀荣默默扛起了日夜照顾
婆婆的重任，清晨 5 点便守在婆婆床前。端药喂饭时，
她总要先试温度；擦身翻身时，会特意用掌心焐热毛
巾。床头柜上常年摆着三色药盒，早中晚分装得清清
楚楚，这是她怕老人吃错药想出的法子。

命运的连环重击接踵而至。二哥猝然离世让公公
精神崩溃，渐渐连儿子都认不得；大哥积劳成疾患上
类风湿，关节变形到握不住筷子；侄女小脑萎缩病情
恶化，16 岁的姑娘生活不能自理。4 个需要全天候照
料的病人，还有亟待耕作的农田。寒来暑往，她每日
天不亮就起身，先帮病人们穿衣洗漱，准备早餐，将屋
内屋外打扫得一尘不染后，又匆忙赶往田间劳作。

凌秀荣先后获得 2015 年获评宁河区“身边感动”
十大新闻人物；2020 年被授予天津市劳动模范；2021
年获天津市道德模范提名奖；2025 年被授予全国劳
动模范。

面对诸多荣誉，凌秀荣却总是淡然一笑，轻声说
道：“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每个人都有责任将其传承发扬下去。”

本报记者吴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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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张思佳回到了她心心念念的家乡，面对
家乡的现状，她决心寻找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她兴
趣广泛，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充满了探索的欲望。在
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她发现了大山里的宝藏——石
头。这些形态各异、纹理独特的石头，仿佛在向她诉
说着大自然的神秘与美丽。张思佳被这些石头深深
吸引，她决定在这些石头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开始了
她的石头画创作之旅。

为了助力乡村振兴，她将山沟里的石头“变废为
宝”，在没有绘画基础的前提下自学石头绘画技艺，同
时还积极学习艺术漆家装、浮雕技术等传统技艺，将
各种技术与室内设计相结合，成为蓟州区首位将石头
画、浮雕技术运用到家庭装修设计的“手艺人”。

2023 年，张思佳积极响应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特色
旅游的号召，突破传统思维定式，利用当地的自然资
源和废旧材料，打造出将石头画艺术与当地的自然风
光、民俗文化相结合的特色民宿，该民宿不仅为当地
旅游发展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促进了农业与旅游的
融合发展，还鼓励了年轻人回乡创业，为村子带来了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创业成功后，张思佳不忘回馈社会，多年来积
极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多次为当地小学捐赠各类
物资，免费为村里喜欢画画的孩子授课。还通过举办
讲座、培训等方式，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无
偿传授给村里更多的人，切实提高了村民的收入，带
动村民共同致富。

张思佳先后荣获蓟州区巾帼创业标兵、天津市劳
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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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卜显和教授坚守在科研教学第一线，
辛勤耕耘，执着进取。提起科研之路，卜显和曾说：

“科学研究就像永无止境的探险，每一点突破都是新
的起点。”正是凭借着这种执着的探索精神，他带领团
队在配位化学领域不断探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
果，建立了配体引导的配位聚合物结构调控方法，提
出配体骨架柔性及非配位基团控制策略，用柔性配体
实现了配位聚合物维度与孔尺寸的控制，获得了百余
种新型配合物结构，揭示了配体特性引导的结构调控
规律。

他和他的团队发现了配位聚合物动态行为新机
制，提出利用配位键及超分子作用实现刺激响应新策
略，发现主-客体作用引发的动态行为新机制，成功构
筑了具有客体可控封装、磁/电双稳态外场响应、热/
压敏荧光传感等性能的新型智能材料。他还提出基
于结构基元电子特性的配位聚合物功能导向合成新
策略，发展了从微观载流子传输通路、能级排布到宏
观单晶异质结构的多层次调控方法等，发展了性能研
究的新途径。

卜显和不仅在科研领域成果突出，在教书育人方
面也成绩斐然。他以师者的耐心和智慧，培养了博士

及硕士研究生 120 余人。这些学生中，有国家杰青及
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数人、国家四青人才多人及教
授或研究员数十人。他常说：“教育是传承和创新的
基石，培养优秀的人才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目前，
他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主编 240 万字《配位聚合物
化学》专著一部，副主编《配位化学》教材一部，参编其
他专著与教材6部。

本报记者秦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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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近四十载，教学始终是王成山最看重的事
情。在教学中，他注重方法创新，牵头研发的《分布式
发电与智能微电网虚拟仿真实验》课程，针对分布式
发电与智能微电网实验教学的特征，采用“情景式”

“互动式”“探索式”教学方法，实现了体系完整、易用
性高的虚拟仿真教学方法。该课程近 5 年已覆盖 144
所高校，浏览量达 6 万余次，完成实验人数近万人，获
评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

面对我国城网从粗放建设到精细改造过程中遇到
的结构优化难题，他带领团队创新发展了城市电网结
构优化理论与方法体系，成功研制出满足我国大规模
城市电网建设改造工程需求的城网结构设计与改造
优化系统，大幅提升我国城网供电可靠性。面对可再
生能源快速发展的重大需求，他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微
电网与智能配电网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研发了微电
网成套系统与装备，创新了微电网的技术应用模式，
为大规模分布式能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有效的解决
方案。他作为“智能配用电装备与系统”全国重点实
验室首届主任，为产业技术创新和学科发展构建了高
水平研发平台。他的研究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

如今，“智能电网信息工程”已成功入选国家一流
本科专业，而他主导的《电气信息类卓越工程创新人
才学科交叉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项目也获批国家新
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多年来，作为导师，他培养了
硕士生 120 余名、博士生 60 余名，这些学子中许多已
成长为国家级人才、电网领域专家、知名企业家，为国
家电力能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报记者秦帆 通讯员刘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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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做完手术的姜楠脱下厚重不透气的铅衣，全身
都湿透了，尽管身披“重甲”，但他却说：“没关系，本职
工作而已。”姜楠刚刚完成了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
手术要在 X 光射线下进行，因此要穿铅衣工作。“这个
手术突破了高龄、高危主动脉瓣患者不能耐受手术的
禁忌，还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猝死率，能为患
者打通‘生命通道’，再辛苦也值得。”姜楠说。

30 余年来，姜楠一直奋斗在心脏外科临床一线，
个人平均年手术量 600 余例，累计手术量逾万例。随
着人口老龄化加剧，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等因素导
致主动脉夹层疾病越来越多。姜楠介绍，主动脉夹层
是“定时炸弹”，临床上，急性主动脉夹层发病早期死
亡率非常高，48 小时内死亡率达 50%。因此，手术要
抓时间，抢速度。姜楠手机 24 小时开机，随叫随到，为
抢救患者，他常常没有休息日。

作为科室主任和学科带头人，天津市胸科医院心
外科在姜楠的带领下逐步走向成熟壮大，成为天津最
大的心血管外科中心。他联合急诊科、心内科成立天
津市首家胸痛中心，并形成“天津模式”向全国推广。

姜楠双脚迈着开拓的步伐，双手也托起了传承的
责任。他带教出专科高级职称医师数十名，多次开办

和主讲国家级学习班，培训各级医院心脏外科专业医
师数百人，将标准化心脏外科术式普及到各区医院，
并扶植多家医院成立独立的心脏外科，为天津地区整
体心血管外科的提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为一名心脏守护人，姜楠凭着对医生职业的热
爱，用心治心，或许真像他自己所说的“本职而已”，而

“本职”却需要用一生的辛苦与汗水书写完成。
本报记者姜凯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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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航天器机构精密加工 30 多年来，李晓宝始终
胸怀技能建功、航天报国的初心，以精、准、新、巧的加
工技艺，打破外国封锁，实现了我国小卫星太阳翼机
构制造国产化；相关成果取得两项省部级科学技术进
步奖，填补多项行业内加工技术空白；零缺陷完成上
万件宇航关键产品制造任务，是我国航天器核心机构
制造的“雕刻大师”。

在我国空间站机械臂研制中，为保证实现任务目

标，机械臂的核心驱动部件选用了在航天领域从未应
用过的某高强度不锈钢材料。对此材料进行断续切
削和高精度表面成形，在国内尚无成熟加工工艺，为
此，李晓宝潜心钻研，通过对刀具参数进行创造性优
化，突破了现有机床加工极限，产品一次加工精度达 2
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四十分之一。确保 10 米长
的机械臂在轨抓取精度控制在仅 1 毫米以内，实现了
精确抓取，为空间站在轨稳定运行及宇航员出舱活动
提供了有力保障。

航天产品具有“多品种、小批量”的特点，新产品
的加工更是风险大、困难多、责任重。在型号研制
中，他始终承担各类关键、重要零件的首件制作及
新材料、新产品加工方案的定型工作，编制了 20 余
种典型机构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规范 ，发明制作了
100 余台套专用工装卡具，填补了多项航天器制造
领域技术空白。

三十年初心不改，三十年匠心逐梦。“我将持续
扎根航天器核心机构制造，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
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奉献全部智慧和力量。”
李晓宝说。

本报记者高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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