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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男孩”高勤飞：“皮”出来的航模冠军
上海首位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狂热的“翼风少年”

高勤飞的名字似乎注定了他此生要和
飞翔结缘。

“我 13岁起就喜欢飞机模型。老师在上
面讲课，我在下面偷偷地做模型。老师一回

头，我赶快把东西藏好。”痴迷航模制作的少
年觉得这项游戏充满挑战，还刚好用得上书

上的物理、数学、气象等知识。放学后，他更

是把几乎所有时间用在航模制作上。“所有
小零件都靠自己做，一片机翼要好几天，做

一架飞机起码一个月。”
最开心的时光当属每周末攥着父母给

的一点点零花钱去逛航模人的聚集地———
翼风模型商店。为了省钱，他总是从虹?的

家一路走到南京西路。走一小时路，能省三
分钱，多买一瓶胶水。

进入继光中学后，高勤飞参加了校内航

空模型小组。学校专门辟出一个教室，还承

担一切活动经费。买零件不用再“精打细
算”，“翼风少年”如饥似渴地跟着高年级学

生学习，并在比赛中担任助手，琢磨相同重
量模型，如何留空时间更长。

淡定的破纪录者
从助手进阶选手，频频参赛的高勤飞渐

渐出名，被选入上海市航空模型集训队，备

战首届全运会。随后，他又以“黑马”姿态，夺
得 F1C活塞式发动机自由飞模型飞机全运

会冠军。
1960年，国家航模队成立，高勤飞顺理

成章地入选国家队。当时，国家体委正号召

运动员争取破世界纪录。他选定活塞式发动
机模型直升机留空时间作为主攻项目。当时

世界纪录是 54分 27秒。在设备不完善的艰
苦条件下，他除吃饭睡觉之外，便是试验：比

较发动机试车，攻克结构难关，大量实地试

飞……通过 8个月努力，他创下直升机留空
时间 2小时 05分世界纪录，也成为上海首破

世界纪录的运动员。面对喜讯，他却很低调：
“连女朋友都没讲。”父母也是从《新民晚报》

上才知道儿子的佳绩。他说：“有了成绩，我们
小众的项目可以站稳脚跟，有更多发展。”

他继续以佳绩推动航模运动发展：1979

年，代表中国队赴美参加世界航空模型比
赛，并在自己的项目上获第六名。这也是中

国航模队首次亮相世界比赛，让外国人刮目
相看。

哪怕退休后，一生痴迷航模的“老男孩”
每周仍爱和老队友一起放飞。每当看到飞机

极速升空，做出一连串潇洒的翻转动作时，
拿着遥控器的他笑得像个孩子。

本报记者 肖茜颖 李颖
海报摄影 李铭珅 海报设计 董春洁

1.67 米的小个子也能代表“上海高度”，甚至
创造“世界高度”。他就是高勤飞，上海首位打破世
界纪录的运动员：1960 年，在北京以 2 小时 05
分成绩打破国际航联 F1F 活塞式发动机模型直

升机留空时间的世界纪录，比此前的纪录多了一
个多小时。

60 年后，上海市航空车辆模型协会为 81 岁的
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封闭小区明天华城今做第三次核酸检测

又见“大白”集结 心情已有不同

“大白”再入场 5?就起床
5点就起床，6点赶到医院换装准备，7点

集结出发……浦南医院护理部护士长俞慈敏

是“大白”中的一员。和她一样天没亮就睁眼
的还有护士长曹慧娜。“点位上的 12张桌子

怎么安排，谁点数、谁收标本、谁录信息，还有
防护物资准备，都要确认无误。”昨晚，曹慧娜

一直忙到夜里 12点，生怕迟到，就直接在医

院住下了。

今天是她俩第二次踏入因散发疫情而
封闭的明天华城小区。浦南医院的应急小队

参与了明天华城前后做的三次全员核酸检
测，俞慈敏和曹慧娜曾分别参加了第一次和

第二次。
之前的紧张情形让她们记忆犹新。11月

20日，小区刚封闭那一晚，俞慈敏和许多兄弟

姐妹在这里忙了个通宵。她的工作是与同事
一起统计数据、运送标本，清点时绝对不能出

错，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高强度的工作一直
持续到第二天，稍喘?气的俞慈敏这才注意

到所处环境：“原来检测点背靠一条河，难怪
有点冷。”

11月 25日，明天华城小区第二次全员核

酸检测，那天下着雨。结束忙碌的工作后，曹
慧娜与同事们的鞋子里都是水，有的人脚底

板都已经泡得发白。当时一起在现场紧张工
作的还有两名年过半百的资深护士长，这一

次检测，她们也主动报名了。
为了明天华城的三次检测，浦南医院调

集精兵强将。11月 20日，医院护理部主任李
晓静彻夜协调指挥，她曾在今年春天带队逆

行武汉；11 月 25 日以及今天的核酸检测现

场，则由经验丰富的王乃玲副院长带队。
“大白们”再入场，心情已不一样。现场更

加有序，应对更加从容，时隔数日再次见到居
民，又多了一丝亲切。

怀同一愿望 迎美好明天
“之前我们穿着防护服、戴着 N95?罩，

说话听不太清，交流往往要靠大喊。这次我们

特地准备了扩音的‘小蜜蜂’。”曹慧娜告诉记
者，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检测持续优化。

约 6000人在短时间内统一进行核酸检
测，谈何容易。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外，还有

居委、物业、城管、民警……在前线指挥部统

一指挥下，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周密的准备工
作一直持续到深夜。

上午 10时，安静有序的检测队伍中，业

主王晓苏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我的二宝这个
月就要满周岁了，他和外公外婆在别的小区

住，这两周隔离我都见不到宝宝，视频时也不
敢多和他说话，怕他哭，只好让我妈用手机镜

头对着他，让我多看一会儿。”王女士告诉记

者，“等到解封后，我要好好地抱抱儿子，亲亲
儿子！”

稍晚，等孩子“空中课堂”下课，业主张女
士全家也一起来到检测点。“希望全小区都是

阴性，我们一起静待解封！”

截至发稿，小区的检测工作仍在继续。

“最早的检测结果估计中午就能出来。”
李晓静告诉记者。所有人都怀着同一个愿

望，期待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本报记者 杨 洁

11 月 20 日，核酸检测人
员连夜进驻因本土散发新冠
肺炎疫情而封闭的明天华城
小区，通宵工作的照片在朋友
圈持续刷屏；十一天后，“大
白”集结的场景再次出现，明
天华城小区第三次全员核酸
检测正式开始。

今晨 7 时 30 分，第一辆
大巴驶入小区，全副武装的检
测人员鱼贯而下，分赴多个点
位。小区内的准备工作已然就
绪。等候检测的居民们，心情
与十一天前有所不同———如
果这次继续全员阴性，小区解
封将指日可待。 荨 来自多家医院的医务人员今晨分赴多个检

测点开始工作 首席记者 萧君玮 摄

▲ 今天一大早， 小区居民有序前往检测点做

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