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9 年 1 月，36 岁的刘宏揣着冲劲与梦想，

来到世纪之交浦东开发开放的热土，扎根于外高
桥集团这一保税区开发建设的桥头堡，一干就是

整整 20年。
他在外高桥保税区的第一个职务是外高桥保税

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招商引资工作。
这是保税区的第一家开发公司。跑客户、引进项目落

地，跑工地、管好建设品质，跑部门、争取有利政策，

在外联发公司工作十多年间，他走遍了园区每一寸
土地，倾注智慧与汗水。第一家物流分拨中心、第一

家营运中心、第一家亚太营运商⋯⋯外高桥保税区

几乎所有的功能创新，都是公司根据企业的需求，率
先向政府提出，并配合政府研究出台相关的政策措

施。2016年，当他不再兼任外联发党委书记、总经理
时，公司的资产总额和净利润分别达到 40.7亿元和

3.6亿元，十年间均增长了 5倍。
2016年 2月，刘宏成为外高桥集团股份的掌舵

人。他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外高桥保税区的 10平方公

里，要为落实国家战略、推动浦东高质量发展作出更
大努力。首届进博会期间，外高桥有几十家智能制

造、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领

域的客户签约参展。经市商务委认定，智利馆、澳大
利亚馆、中东欧十六国馆三个国别地区商品中心和

智能制造、汽车、酒类、化妆品、文化等 5个专业平台
入选“6天+365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外高桥集团

股份也成为进博局招展合作伙伴。他还推动复旦科
技园等一批科创中心在外高桥落地，集聚起一批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科技研发和检测维修服

务类跨国企业。通过开展长三角区域联动，产业“走
出去”的脚步已遍及启东、池州、南通、嘉善、奉化、徐

州、泰州、嘉兴等 10多个长三角城市。外高桥集团
（启东）产业园作为全国首个跨省产业联动合作项

目，更被誉为“启东模式”。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今天上午，普陀区西部企业集团“徐虎加装电

梯工作室”在宝山区淞宝路 160弄承接的 2台加装
电梯项目开工，退休好几年的全国劳动模范徐虎，

来现场“站台”，为这项惠民工程加油。
出生于 1950年的徐虎，1975年进入普陀区中

山北路房管所，成为一名水电维修工。他服务态度
好、质量高，深受居民好评。为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徐虎以个人名义向住户发出了 500张修理服务征

询单，反馈信息告诉他，居民企盼能为双职工家庭

解决白天上班无法报修的难题。
这让徐虎萌发了夜间义务服务的念头。1985

年 6月 23日星期天，徐虎在辖区内挂出 3只夜间

报修箱：凡附近公房居民，如遇到晚间水电急修请
写上纸条放入箱中，本人将为您服务。此后十多年

间，徐虎背着工具包，骑着自行车，按收到报修单上
的地址，走一家修一家，累计开箱服务 3700多天，

花 7400 多个小时为居民解决夜间水电急修项目
2100多个。

1998年，3只报修箱退出历史舞台。徐虎从一

线水电工转到了管理岗位，历任徐虎物业经营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党支部书记、西部企业集团物业总
监。从水电维修岗位到中层管理岗位，徐虎角色变

了，但“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的信念不变，一如

既往地用自己的敬业、钻研和奉献精神，在物业管
理工作中作出了新的贡献。

徐虎成为全国房管行业的标兵和新时期的学
习楷模，2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5次被评为全

国劳动模范。1997年作为党员代表，光荣出席了党
的十五大。

退休后的徐虎仍然关心物业服务，去年西部集

团成立加装电梯工作室，以他的名字命名，徐虎欣
然加盟。自徐虎加装电梯工作室成立以来，已有多

部电梯进入了加装实施之中。
徐虎还经常关心小徐虎的成长，给他们传授

“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的服务理念和工作技
巧，做好传帮带。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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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忘忘初初心心 牢牢记记使使命命 最美 奋奋奋斗斗斗者者者

为梦想一路前行 奋斗着是美丽的
林元培 赶上好时代 实现造桥梦

    周四上午 9时 30分，95岁的王振义如往常一

样来到瑞金医院血液科，参加“开卷考试”，学生们
已经准备好了疑难病例向他请教。王振义回去后，

会用一周的时间搜索全球最新文献，并思考分析制
作成 PPT与大家一起探讨，寻找线索和治疗方案。

这样的“开卷考试”，他已经坚持了几十年。
作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从医 77

年，带领团队攻克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挽回
了无数患者的生命。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M3)是

最为凶险、病情恶化最快、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白血

病。如果不及时治疗，90%的病人将在半年内死亡。
上世纪 70年代末，国际上治疗 M3的主流方法是

化疗，患者 5年生存率只有 10％到 15％。王振义提
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用诱导分化的理论让癌细

胞“改邪归正”！经过 8年奋斗和探索，最终发现全
反式维甲酸可以在体外将 M3细胞诱导分化为正

常细胞。

1986年，一个患病小女孩在王振义建议下试
服全反式维甲酸治疗。只吃了一星期，病情就出现

了转机，现在仍健康地生活着。这是世界公认的诱

导分化理论让癌细胞“改邪归正”的第一个成功案
例。王振义也因此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找

到攻克 M3 的“特效药”后，王振义并没有申请专

利，他希望让所有患者都尽快用上这种救命药。这

种黄色小药丸只需口服，一盒 11元钱，即便过了三
十多年，如今也只要 290元，还可纳入医保。
此后，王振义和学生陈竺、陈赛娟等又提出“全

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疗方法，使这种
曾经最为凶险的白血病五年生存率从 10%提高到

97%以上，成为第一个可被治愈的白血病。这一成

果被誉为“新中国对世界医学的八大贡献”之一。

本报记者 左妍 文 徐程 摄

    仰望星空，7颗中国风云卫星稳定运行，密切关

注世间风云变幻。它们的一举一动，无不牵动着一位
85岁老人的心弦。四十载无怨无悔、矢志追“星”，风

云系列卫星开拓者孟执中院士用最美的“奋斗之笔”
书写出我国气象卫星事业发展的美好篇章。

1969年，孟执中和十几位科研人员一起，参加
上海卫星队伍的组建。“没有实验室，也没有一台仪

器。当时有农民住在里面养猪养鸡，所以有人开玩笑

说我们住在‘养猪新村’。 ”没有相关领域技术人
员，就从基础知识开始培训新人；没有试验设备，就

一件一件去“化缘”；没有卫星研制经验，每走一步试

一步⋯⋯为了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孟执中把床铺搬
到实验室门外。就这样，以孟执中为代表的老一辈上

海航天人，实现了上海卫星事业的从无到有的突破，
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卫星人。

1970年，由上海市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太阳同步
轨道气象卫星的研制。“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也

成了孟执中毕生为之奋斗的梦。1988年我国第一颗

风云气象卫星发射，但风云一号 A星发射后仅 39

天，卫星姿态失控；此后发射的 B星在轨运行 165

天，未达到设计寿命。“我当时站在塔架上，那份难堪

和窘迫，真想从塔架上跳下去。”作为我国风云卫星
的元老，孟执中对那一刻的记忆刻骨铭心。面对着研

制过程中一道道技术难坎，他没有退缩。“一定要在
退休回家前，搞出一个圆满的结果！”在孟执中的带

领下，经过多年努力，1999年、2002年，我国成功发
射风云一号 C星、D星。

风云一号研制成功后，我国开始进行第二代极

轨气象卫星风云三号的研制任务。孟执中的“追星”
之路依然不停歇。2008年，风云三号首发星成功发

射升空，先后荣获国防科工局科技成果一等奖和国
家科技成果二等奖。

本报记者 叶薇

    我国第一款中程战略轰炸机轰 6、第一款中型

运输机运 8、第一架干线喷气客机运 10的背后，都
有同一个名字———马凤山。1970年，马凤山到上海

全面领导新中国第一型大型客机运 10的设计。他用
毕生心血，为“关山万千重”的中国大飞机事业跑出

了至为艰难的第一棒。
从轰 6研制开始，马凤山就高度重视对国外设

计规范、民航规范和民机适航条例的研究运用，先行

探索中国大飞机发展的技术标准体系。上世纪 80年
代，他接受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等委托，组织编制了我

国第一部适航规章《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25部：运

输类飞机适航标准（CCAR-25）》，填补了新中国民

航和民机的重大空白，为新时期包括 ARJ21新支线
飞机、C919大型客机在内的民用飞机以及民航事业

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石。
从轰 6到运 10，四十一年南征北战，马凤山不仅

留下了功勋和业绩，也播撒着新中国航空事业珍贵
的种子。他说得最多的是：“人命关天，质量第一。”在

运 10设计中，他统领着几十个专业、几百个单位的

大协作，却始终认真审核每一份报告，每一个数据，
带领各级技术负责人对十四万三千页设计图纸在内

的全部技术报告、手册进行了逐一审查，飞机研制 10

年中没有出现过一次因为数据错误造成的大返工。

他一生驱驰，无条件服从党的号令和祖国的召
唤。他魂牵梦萦的一直是“自主设计中国人自己的大

飞机”。1982年，他被查出肝疾，之后 8年里依然奋斗
在一线。1990年，他病逝于上海。妻子清理遗物时，发

现他留下的是一大叠手稿、数十本凝聚他一生心血
的工作笔记，还有一大堆医院开出的病假单⋯⋯

今年 5月 8日，中国大飞机新老设计师相聚

C919设计研发中心，共同缅怀、纪念被誉为“中国大
型飞机设计第一人”的马凤山。马凤山之子马凌回

忆，“运 10的每一步成长都紧紧牵动着父亲的内心。
他曾说，我们要有自己的航空工业，要走独立自主的

道路。如今，父亲毕生的夙愿已经一步步成为现实。”

本报记者 叶薇

    39岁的浦东海事局危防中心主任陈维，从 2002

年至今，扎根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和船舶防污染管理
一线，全力守护公共安全和碧海蓝天。她攻克“船载

危险货物集装箱谎报瞒报监管”这一业内难题，开创
船舶排放控制区综合监管体系，探索危险货物和防

污染管理人才的培训模式。
早在 2005年 4月，陈维通过对 300多万条货物

信息层层过滤，锁定有违法出运嫌疑的目标箱，查获

第一起谎报瞒报案件，成为我国外贸危险货物集装
箱开箱查验第一人。多年来，她带领团队共查获 779

起涉及 1235标准箱的危险货物谎报瞒报案件，查实

率高达 86.7%，立起一道坚实的环保屏障。
2010年，全国海事系统首家劳模工作室———陈

维海事危防监管创新工作室成立，至今培训了 500

多名危防专业人才，走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上海市

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直属海事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等一批海事优秀青年。

近几年，陈维将开箱查验的创新模式巧妙运用

到船舶排放控制区的工作中，为环保再立新功。她还
牵头推进国内嗅探设备研发认证，实施“固定点初

查—无人机核查—上船实查”的船舶尾气监测检查

流程，精准打击使用高硫燃油的违法行为。今年 7月
15日，浦东海事局运用“无人机携带尾气监测吊舱”

和“巡逻艇携带艇载嗅探设备”两种监测手段，查获
国内首起在航船舶违规使用高硫燃油的案件，大大

震慑了排放控制区内的此类违法行为。
陈维笑言，船舶排放控制政策实施以来，长三角

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上海、江苏和浙江监测的二氧化

硫浓度同比下降 25%、18%和 17%。“很高兴能为蓝
天保卫战贡献力量。如果人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美

丽中国就在我们身边。”

首席记者 曹刚

    他在 59岁即将退休时创业，带着一股不服输

的劲儿，将公司取名为上海振华港口机械有限公
司，寓意“振兴中华、为国争光”；他埋头创新，弘扬

工程师精神，把“ZPMC”的铭牌标注在大部分港口
上；他 86岁依然留在工作岗位，与带教的研究生一

起办公⋯⋯
他是上海振华重工原总裁管彤贤，以强烈的创

新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使企业成功走出一条重型

机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自主创新之路，带领
振华重工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

成为世界知名企业。

在管彤贤看来，振华成功的第一要素是“抓准

市场”。“当年，全球港机 95%的市场份额，都被日本
三菱、德国克虏伯、韩国三星等把持。振华别说同台

竞技，竞标资格都没有。没有车间就向兄弟单位暂
借，没有钱买新加工设备就去买二手的，办公室狭

小就把资料柜钉在墙上。起步的振华港机从零开
始，举步维艰。但因为大环境好，我们遇到的大小难

题总有办法化解。”

管彤贤在公司成立伊始，就大胆提出“世界上
凡是有集装箱作业的港口，就要有振华港机的产

品。”1992年，振华把第一份竞标书递进了加拿大温

哥华港，以价格优势成功中标，振华像制作工艺品

一样制造这第一台起重机，第一单并没有为振华带
来多少利润，但为振华赢得了好名声。从 1998年至

今，振华的岸桥产品已经连续 21年保持全球市场
占有率第一，成为全球同行公认的排头兵。

工程师出身的管彤贤带领员工，以研发高效、
节能、环保的集装箱起重机技术为方案，独创了数

十项引领全球的起重装备技术。世界首创的双 40

英尺集装箱起重机，生产效率可比传统设备提高
50%以上；世界首创的采用 GPS技术的集装箱起重

机，精度可达 15毫米；世界首创的大梁升降式岸边
集装箱起重机⋯⋯管彤贤带领团队提出并实现了

多项中国人的首创、中国人的第一。

本报记者 叶薇

    从叩开国际市场的大门到推动造船厂的体制

机制改革；从主持设计导弹护卫舰，到研发大型液
化天然气船，我国船舶工业界优秀管理者和技术专

家周振柏，将毕生心血奉献给造船业，以卓越领导
才能和出色管理能力，实现了工厂生产能力、产业

规模的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了中国船舶工业发展的
一个又一个“第一”。

周振柏是推动造船业在整个中国工业体系中

率先走出国门，实现外向型发展的开拓者。1989年
任沪东造船厂厂长以后，周振柏敏锐把握改革开放

重大历史机遇，积极推动沪东造船厂围绕市场深化

内部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化造船模式，加快与世界

造船市场接轨，成功建造代表当时世界最高造船水
平和科技成就的 2700箱全格栅冷风集装箱船“柏

林快航”号、63000吨油轮、52000吨浮式储油轮“渤
海友谊”号等一系列产品，其中 74500吨“中国沪东

型”散货轮远销世界各地，奠定了沪东造船厂在中
国船舶行业的地位。

作为一位舰船设计技术专家，周振柏始终怀抱

军工报国的赤子情怀。由他主持设计并建造的中国

新一代导弹护卫舰，实现了中国海军主战舰艇由鱼
雷火炮型向具备隐身型、全海空域防卫能力导弹护

卫舰的重大历史性转变。

目前，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的 30万吨

船坞，是上世纪 90年代末周振柏和全体职工联名上
书国家有关部委后建造的。这个船坞如今发挥着重要
作用，每年可建造多艘大型现代舰船，都是当今人民

海军最新型的主力战舰，被誉为“当家花旦”“带刀护
卫”，有些装备则是不可或缺的国之重器。

周振柏还是大型 LNG（液化天然气）船的奠基

者。1999年，我国第一个进口 LNG试点项目启动
后，他向中船集团及国家相关部委呈送了建造液化

天然气船的建议书。为早日建成 LNG船，他全身心
扑在研发上。历尽艰辛，沪东中华造船公司终于打

破日韩等国的垄断，建成了中国第一艘 LNG船。

本报记者 叶薇

于 漪 教育接力棒 一棒一棒传

王振义 找到救命药 攻克白血病

徐 虎 辛苦我一人 方便千万家

周振柏 怀揣赤子心 造船多“第一”

刘 宏 扎根外高桥 一干 20年

孟执中 矢志“追”星 风云在我心

马凤山 为了大飞机 甘当铺路石

陈 维 守碧海蓝天 护公共安全

管彤贤 “振兴中华” 59岁再出发

    “一个人一辈子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心中

一定要有盏灯。这就是理想，就是信念，是跟祖国、
跟人民糅合在一起的。”今年 89岁的于漪，一生所

选择的道路，就是做一名国家放心、人民满意的合
格教师。从教六十余载，她从未停止过对教育的思

考，始终站在教改一线，关心学生、支持后辈，是“中
国教师群体心中的偶像”，被誉为“精心育人的一代

师表，潜心教改的一面旗帜”。

她格物致知。从教之初就坚持撰写“教后记”，
用“量自己不足，量别人长处”的两把尺子，反思每

节课的不足，力求精进。她开过近 2000堂探索性、

示范性公开课。她认准“每节课的质量直接影响学

生生命的质量”。

她勤思善思。从上世纪 80年代提出“全面育
人”，到 90年代初提出培养“现代人素质”，再到 90年

代中后期旗帜鲜明主张“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她的
教育思想、教学实践创新始终同步。从教 67年，她撰

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包括中国第一部研究现代教师
学的著作《现代教师学概论》和《现代教师发展丛书》

等，在引领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推动教师队伍专业化

发展、深化国家教育战略发展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她首创“师徒带教”。通过师傅带教、教研组集
体培养、组长负责的模式，研学一体化促进教师成

长。上世纪 80年代至今，先后培养三代特级教师，
带教 100多名全国各地青年教师，涌现出程红兵、

陈军等一批知名教学能手。“教育是接力棒，要一棒
一棒传下去。”前不久 2019年杨浦教育系统青年教

师于漪教育思想研修班刚结业，8年来，研修班已
开办 20个班次，学员多达 600名。

“做一辈子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于漪说，休

戚与共，血肉相连，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成长，“今
日的教育质量，就是明日的国民素质。”

本报记者 易蓉 文 孙中钦 摄

    “我赶上了好时代。”林元培总把这句话挂在

嘴边。作为接棒后的第三代总工程师，他等到了国
家开发开放浦东的消息，建造黄浦江大桥终于提

上日程，让他得以实现前辈们在黄浦江上造大桥
的梦想。

今年 8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政工程
设计研究总院资深总工程师林元培，这一生都在和

桥打交道，主持设计的大桥包括南浦、杨浦、徐浦、

卢浦和东海大桥等上百座桥。
1989年，黄浦江市区段第一座跨江大桥———

南浦大桥开建。但很快，一个大问题摆到面前，南浦

大桥的结构原型加拿大安娜西斯桥，投入使用不到

两年就出现了裂缝。林元培得知后十分着急，和设
计人员集中研究出 4种解决裂缝的办法，应用到南

浦大桥中。“这样改行不行，心里总打鼓。后来实践
下来没问题，我才放下心来。”二十年后，在大桥例

行大检查中，桥面没有一条结构性裂缝。
南浦大桥尚未完工，杨浦大桥就开始设计。杨

浦大桥跨度为 602米，而当时世界斜拉桥跨度纪录

为 530米。林元培毅然决然地承担起破世界纪录的
风险。1993年，杨浦大桥建成通车，在世界同类型

斜拉桥中雄踞第一。

建造卢浦大桥时，林元培选择了以前从未做过

的拱桥。自己推导公式，自己编写软件，自己解决结
构计算和施工工艺等难题。“希望有一天，能有计算

机解决问题，不再只靠人来拍板，设计师就不会睡
不着觉了。”林元培说，自己目前正在把工程上尚未

解决的问题作为理论课题来研究。
卢浦大桥做完以后，他再次迎接挑战，接下了

东海大桥项目，从江河走向海洋。“经过了南浦、
杨浦大桥，技术上没有问题，关键是与洋山港同

步建成。”林元培表示，东海大桥在外海，风狂浪
高，一年 360天只有 180天可以施工。最终，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拿出最有把握的工艺，东海大桥

也顺利建成。
本报记者 裘颖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