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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 以 “强化标准引领
促进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的丰台
区2024年世界标准日活动在北京
花乡花木集团举行。

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
了丰台区标准化工作开展情况。
丰台区强化顶层设计、 落实方案
部署， 形成 “市场驱动、 政府引
导、 企业为主、 社会参与” 的标
准化工作格局。 同时， 丰台区始
终以主要行业、 关键领域和重点
区域为着力点， 大力实施标准化
战略， 优化标准化治理结构， 激
发标准化创新活力， 着力构建丰
台区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 展现

出 “破茧蝶变” 的强劲动力。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丰

台区标准化工作表示肯定， 并提
出标准化工作要求： 坚持需求导
向、 系统布局， 逐渐形成主要发
展领域全覆盖的高质量发展标准
体系。 坚持创新驱动， 完善产业
标准， 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国
际话语权。 坚持统筹协调、 多元
共治， 加强政企协作， 形成良性
互动、 优势互补的标准化体系，
共创丰台区标准化共治共享新局
面。

随后， 以花卉产业带为切入
点， 开展了以 “标准化助力花卉

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为主题的交
流研讨。 中国花卉协会对丰台区
为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所作出的积
极贡献表示肯定， 并就如何借助
标准化建立 “丰花” 模式新质生
产力、 促进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
进行指导， 为丰台区花卉产业转
型升级指明方向。

以本次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
为契机， 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将持续完善标准化协商共建机
制， 不断优化标准化供给结构，
积极培育 “丰花” 模式新质生产
力 ， 推动全域标准化高质量发
展。 （钟苑）

8月末 ， 被称为 “日光城 ”
的拉萨秋高气爽。 航班抵达拉萨
贡嘎国际机场， 北京协和医院检
验科主任邱玲一出机舱就闻到了
熟悉的 “家” 的气息。 从2015年
8月至今， 这里已经成为她心心
念念、 割舍不下的另一个 “家”。

2015年 7月 底 ， 医 疗 人 才
“组团式” 援藏号角吹响， 邱玲
所在的检验科接到了首批援藏任
务， 邱玲第一时间响应号召， 积
极报名。 当时， 邱玲6岁的女儿
即将 “幼升小”， 正是关键时刻；
母亲还生着病， 需要她帮忙定夺
治疗方案 。 “与其说是我有勇
气， 不如说是家人觉悟高。” 邱
玲说， 幼小的女儿已经能理解妈
妈在做有意义的事； 而自己的父
母都是老一辈知识分子， 一辈子
都在为国奉献。 果然， 听到她援
藏的想法后 ， 父亲坚定地告诉

她： “家事国事， 国事大。” 带
着这句话， 邱玲于当年8月进藏。

邱玲至今记得， 到西藏自治
区人民医院的第一天， 院长带着
援藏队员们参观宿舍。“我们看到
的是一间间刚刚装修好的敞亮房
间，里面配备了崭新的床具、齐全
的洗漱用品、 全套的厨房用具。”
邱玲说。她随后了解到，这里的同
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
房间调配、装修及生活物品准备，
很多人甚至是在白天临床工作和
晚上病房值班的繁忙工作中抽空
做这些事。 如此热情可爱的同事
这样期待他们的到来， 邱玲的心
都热了 ： 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
“家”来建好。邱玲和队友们顶着
高原缺氧、失眠等种种身体不适，
迫不及待地投入工作。

在广泛调研西藏病种、 患者
情况 、 检验科服务能力的基础

上， 邱玲与当地同事团结协作，
帮助该院检验科率先通过基因扩
增检测实验室技术验收。 她还带
领团队开展新技术、 新项目10余
项， 推进日常检验质量和服务能
力提升， 全面提高了科室诊断水
平。 她重视人才培养， 主持科室
内现场教学和统一授课， 多渠道
选派科室人员外出学习……

在她的带领下， 科室追求进
步 、 干事创业的风气越来越浓
厚。 她甚至规划着整个藏区检验
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利用休假时
间深入那曲、 阿里、 山南、 日喀
则等地不同级别医院开展调研和
培训， 入藏第一年培训当地400
余名检验人员， 受到当地同事的
一致称赞。

2016年秋末， 邱玲交上援藏
工作的漂亮答卷，无愧而归。 “援
藏不是一个人、一个阶段的工作，

而是一个团队的长期工作。 所以
我们一直是 ‘一人援藏， 全科援
藏’。 ”此后，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
连续多年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派去一批批援藏队员， 帮助该院
科室建设并跟踪实施。 而邱玲自
己， 除了通过微信、 电话为藏区
的同行答疑解惑外， 还联系各个
学会、 协会为西藏学员创造更多
的学习、 进修机会； 她每年也会
回到西藏， 给当地同事讲课、 指

导、 进行各类培训……她的援藏
工作， 至今未停。

直到现在， 邱玲在北京的办
公室窗前， 依然挂着她在西藏工
作时的工牌。 刚回京时， 邱玲总
会忍不住凝视这块工牌。 “每次
看到它， 我都想， 自己曾经是那
里的一员， 永远把那里当做另一
个 ‘家’。” 邱玲说。 9年间， 这
枚工牌在日光中逐渐褪色， 却在
她心底愈发清晰。

□崔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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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光光城城””见见证证长长情情

□赵闻迪沿沿矿矿巷巷里里的的木木刻刻老老艺艺人人
周末，矿上的朋友小聚，聊天

中得知沿矿巷要翻新了。 我的第
一个反应是高兴， 紧接着想起一
件事， 忙问：“那木爷爷的摊子咋
办？”

木爷爷其实不姓木， 自打我
认识他这个人起， 就听别人喊他
“木爷爷”，于是我也跟着这么喊。

木爷爷长方脸， 一头稀疏的
白发，脸上布满皱纹，灰白的眉毛
下一双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他
常年穿着矿上发的工作服、 劳保
鞋，天冷的时候戴一顶雷锋帽。最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手，黝黑、
宽厚、 粗糙， 十个指头短粗短粗
的， 但是， 当他拿起木刻刀工作
时，却那么灵活敏捷，像音符一样
轻灵地跳动着。

木爷爷的摊位在沿矿巷一个
不起眼的角落里， 记忆中， 除了
雨雪天气， 他都会出摊。 摊子不
大， 一张矮木桌、 一个小马扎、
一只木箱子、 一个木架子。 木箱
子里是他工作使用的木头 、 锯
子、 锉刀、 锥子、 手动切割机；
木架子上是他的劳动成果： 十二
生肖各具情态， 京剧脸谱惟妙惟
肖， 亭台楼阁古香古色， 刀叉剑
戟锋芒毕露……还有女孩子喜欢
的巴掌大的梳妆镜， 各式各样的
木发钗、 木吊坠， 全都是手工雕

刻， 每一个细节里都包含着他的
精妙构思和大量心血。

木爷爷慈祥、 和蔼， 我和小
伙伴们很喜欢围在他的摊子前看
他做活， 叽叽喳喳、 问东问西 。
他一点也不嫌烦， 脸上总是挂着
温厚的笑容， 对我们的问题耐心
回答。 没有顾客的时候， 木爷爷
还会给我们讲故事， 比如， 他雕
刻孙悟空， 就会给我们讲 “三打
白骨精” “真假美猴王”； 雕刻
十二生肖，就会给我们讲“小马过
河”“老鼠嫁女”； 雕刻红军战士，
就会给我们讲 “鸡毛信”“两个小
八路” ……我们听得入迷， 常常
忘记回家， 直到父母来喊才恋恋
不舍地离开。 在那个物质生活贫
瘠的年代， 木爷爷的故事丰富了
我们的精神世界， 在我们幼小的
心灵中播下真善美的种子。

我们十分好奇木爷爷的肚子
里怎么有那么多故事， 一位上了
年纪的矿工跟我们说， 木爷爷肚
子里的墨水多着呢。 因为家庭变
故， 木爷爷高中没有上完就来到
矿上当了一名矿工。 下了班， 别
人去喝酒打牌侃大山， 他去图书
馆看书。 后来因为一次事故， 他
瘸了一条腿， 被调到井上看废品
库， 身体残疾、 收入下降， 大家
都担心他会垮掉， 但他没有， 一

边上班， 一边又抽空学了木匠手
艺，四处找活补贴家用，把两个孩
子拉扯大。做了十几年木匠，他倒
是爱上了这门手艺， 退休后没有
了生活的压力， 他把这门手艺当
做晚年养生的一种乐趣，摆个摊，
雕些小玩意。

我高考那年， 有一次回家路
过沿矿巷， 木爷爷叫住我， 问我
是不是快要考试了？ 我点点头 。
他没说什么。 下一次回家经过沿
矿巷 ， 他递给我一个木雕的魁
星， 非常精美， 上面刻着 “文运
亨通， 金榜题名”。 木爷爷的善
意与魁星 ， 我一直好好地保存
着， 作为求学路上的一份动力、
一份祝福。

沿矿巷翻新是件好事， 但木
爷爷的摊子还摆吗 ？ 朋友告诉
我， 木爷爷的孩子 “赞助” 了他
一笔 “启动资金”， 让他在新巷
买下一间小小的门面， 好让他继
续做自己喜欢的事。

对木爷爷来说， 小小木刻见
证了他起伏的人生， 饱含着他对
生活的坚韧与热忱； 于我而言，
他的木刻， 是我的眼缘、 我的乐
见， 让我了解并欣赏中国传统文
化的博大、 自信和深受这种文化
滋养熏陶的普通老百姓的善良、
坚强、 淳厚。

■工友情怀

———读《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

□刘小兵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
的古老文字系统， 是连通中国与
世界的桥梁。《汉字中国： 方正之
间的中华文明》以历史为经，以古
老的文物为纬，从汉字的起源、字
形、结构说开去，详解汉字与中华
文明相生相发、 相互成就的光辉
历程。

本书收录了全国20个省、自
治区、 直辖市45家博物馆珍藏的
225件关于汉字的文物，从古意盎
然的甲骨契刻、青铜铭文，到收放
自如的秦汉竹简、帛书，再到整饬
严谨的刻本印刷， 以及风格多样
的书法作品。 书中有时代久远的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刻符龟
甲， 也有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甲
骨； 有代表皇皇周礼的陕西扶风
出土的墙盘， 也有见证秦始皇统
一天下的铜诏版； 有体现泱泱汉
风的居延汉简、熹平石经，也有唐
宋盛世的书法大家之作。

早在新石器时代， 先民们在
观察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为
了记录下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
发明了结绳记事。后来，为了长久
地留存这份记忆，又在木、石等硬
质材料上刻下遒劲的线条， 这些
丰富多样的刻绘符号， 成为汉字
最初的雏形。至商代，又出现了笔
划更为生动的甲骨文， 这些意蕴
悠长的文字， 刚劲有力地镌刻在
龟背上， 呈现着商文明的博大气
象。到了周朝，先人们又开始把一
个个汉字融铸在威严庄重的青铜
器上， 让儒家文化的礼乐思想深
植于国人心中。 来到开疆拓土的
强秦时代，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
文字在字体、字型、笔划等方面进
行了重新规制， 六国的文字最终
被小篆所替代，从此，中国的汉字

走上了持续创新求变的道路。至
汉代， 隶书出现了， 它将经济发
展、文化自信，中原先进的技术、
文化以文字为载体传播至边塞地
区， 促进了多民族之间的和谐进
步。魏晋南北朝时期，隶书、楷书、
行书和草书各字体交相辉映，特
别是行书， 在魏晋时期更是达到
登峰造极的境界， 在中华文化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到
了唐朝，在唐文化的滋养下，汉字
书写体系日趋完善， 楷书已经发
展为通行至今的汉字正体。 到了
两宋时期， 凭借着造纸术和印刷
术， 汉字又得以在更广阔的天地
间自由延伸， 增进了中华文明的
对外交流， 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文
明进程。元明清时代，楷书、行书、
草书各放异彩， 共同书写着生生
不息的文明气象。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脉， 是
维系中国与世界的文明纽带， 通
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汉
字还将在赓续和传承中华文明的
历史进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
用。

用精美汉字诠释中华文脉

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举办2024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

邱玲 （右二） 在西藏开展临床教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