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名90后，庄冬苗不仅
自己是一名“养生女孩”，她还力
所能及地从事中医药文化的普
及，让更多孩子喜欢上中医药。

“保温杯里面泡枸杞，是我们
部门年轻人的‘标配’。”庄冬苗
说，作为一名中药质量检测技术
人员，她也有自己的“四季养生秘
方”——春天喝玫瑰或者茉莉花
茶；夏季喝菊花或者罗汉果茶；秋
天喝麦冬、西洋参、枸杞；冬天煲
汤放党参、石斛等中药。“不过，每
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大家也不能
乱用中药。”她笑着提醒道。

除此之外，朋友们也会经常
咨询庄冬苗“养生问题”，她都是

知无不言。为了让更多孩子爱上
中医药，她还会受邀到中小学为
孩子们送去科普讲座，并通过显
微镜等教孩子们看看中药内部的
结构特征。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和重要组成，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并爱上
中医药文化。”她说。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
庄冬苗直言既兴奋、又恐慌。“未
来我将继续立足岗位，继续钻研，
精进中药检验技术。”她说，自己
也会做好传帮带，带领同事们当
好中药质量检测“守门人”，让群
众用上放心的中药。

文/羊城晚报记者 侯梦菲
实习生 张柏林

图/受访者提供

当好中药质量检测“守门人”

中药草散发出特有的
芬芳，让 90 后女孩庄冬
苗醉心其中。与中药相
伴十余载，广东大翔中药
制药有限公司检测技术
主管、执业药师庄冬苗始
终坚守在中药质量检测
的一线，当好中药质量检
测“守门人”。“经过我们
检测后，合格的中药才能
进入到医院和药房。”庄
冬苗介绍，目前，她熟悉
800 多种中药的检测要
求，并运用仪器对中药的
17个项目的检测技术，对
中药质量优劣进行评价。

庄冬苗先后参加广东
省中药饮片鉴评职业技
能竞赛、全国医药行业特
有职业技能竞赛，获得优
胜。日前，庄冬苗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庄冬苗的童年，氤氲着
中草药散发出的清香。

幼时，庄冬苗的一场大
病被一位老中医治好，令她
对中医充满感情。“我还记
得，给我治病的老中医胡须
发白、十分慈祥。”庄冬苗
说，加上她的邻居是一位赤
脚医生，小院里种了许多中
药。“中草药散发出奇特的香
味，令我着迷不已。”

就这样，一颗学医的种
子在庄冬苗的心中悄然发
芽。高二，她更加明确自己

未来的方向：读中医药大学、
从事中医药相关工作。

高考结束后，庄冬苗如
愿考取广州中医药大学。大
学毕业后，她成为一名中药
质量检测技术人员。读书
时，庄冬苗的中药鉴定课程
是班级的第一名，但参加工
作后，她才发现中药鉴定并
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庄冬苗介绍，“中药质
检”主要划分为三类，即中
药的真伪鉴别、安全性检
测、质量评价。进行中药质

检，既要用传统的“摸、看、
闻”技艺，也需要借助于精
密仪器。

女孩子大多喜欢逛商场
买衣服，庄冬苗的爱好则是
逛广州清平中药材市场买
药材。“我特别喜欢闻药材
市场的各种中药味。”庄冬
苗说，自己还有一个“职业
病”就是喜欢在生活中认药
材。每次去爬白云山、去广
州烈士陵园，她总会不自觉
地观察周围有什么植物是
中草药。

结缘中药，攻读医药专业

沉迷在中药的世界里，
庄冬苗并不觉得枯燥。“通
过显微镜、质谱仪等精密仪
器，我可以看到更多中药的

‘秘密’。”庄冬苗说，中药
材被仪器放大后，可以看到
不一样的“中药之美”。比
如：山药被放大后，可以看
到晶莹的针晶；大黄升华之
后，在仪器中可以看到它的
晶体像羽毛一样。

带着对中医药的热爱，
庄冬苗不断钻研业务、提升
技能。目前，庄冬苗已经熟

悉公司在营产品 800 多种
中药的检测要求，能够完成
中药材真伪鉴别。同时，她
还可以熟练运用色谱仪、质
谱仪等精密仪器对中药的
黄曲霉毒素测定、特征图谱
鉴别、重金属有害元素以及
农药残留量检测等共计 17
个项目的检测技术，对中药
质量优劣进行评价。

为了进一步减少中药
的农药残留，她和团队完
成 239 个品种的禁用农药
检测方法确认，使不合格

率从 2021 年的 6%下降到
2023 年的 2%，为植物类中
药材的种植采收环节提供
了正向反馈，减少农药的
滥用。

此外，她还不断创新，
积极推动传统技艺与技术
创新相结合，主导炙甘草和
燀苦杏仁炮制工艺研究，推
进炮制装备的现代化与信
息化，传承创新传统工艺，
更好地实现与现代化生产
规模相结合，更好地提升中
药品质。

不断创新，提升中药品质
做好科普，弘扬中医药文化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庄冬苗：

庄冬苗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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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图景
劳动者之歌

近年来，广东省高新技术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不断涌现，
新的职业危害也接踵而来。
针对新能源、新技术应用引起
的新职业危害，评价所成立了
科研攻关小组，集中力量研发
职业危害防控新技术。

核能作为广东省大力发

展的新能源，科研攻关小组
以高本底辐射地区居民作为
研究对象，开展为期 20年的
流行病学调研。结果表明，
小剂量慢性持续性电离辐射
可引起有益作用的适应性反
应，为全省的核能建设和发
展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产学研一体化”大幅提
升了评价所的科研能力，实
现了技术升级，催生了一大
批技术亮点和技术突破口。
据悉，评价所在全国率先利
用“大数据”的信息化建设手
段，将过去游离的重点职业
病监测、职业危害因素检测、

职业危害评价与职业健康风
险评估、职业健康检查、职业
危害申报和职业危害现状调
查的六大平台，有机整合成
职业病危害“互联网C+”，有
效织成了一张全面的“职业
危害信息网”，力求将职业危
害事件解决在萌芽之时。

“装上假肢，我还
能当警察。”砸下如此
铿锵有力话语的人叫
李建昀，现任江门市
公安局警用无人机作
战专班民警，人送外
号“钢铁战警”。

2021年，在一次打击走私行动中，李建
昀因公负伤，失去左腿。然而，他靠着顽强
不屈的毅力，仅用8个月便重新站起来，回
到打击犯罪一线。2023年5月，李建昀获得
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在五四青年
节前夕，记者回访李建昀，了解他的从警故
事，倾听他的为民初心。

“门外汉”成长为“多面手”
李建昀并非警校科班出身，但从小有

个“警察梦”。28岁那年，他不顾家人反对，
放弃了稳定安逸的工作，决心报考警察。

“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倘若不把握，或
许就是一生的遗憾。我想去挑战一下，哪
怕失败，也想为梦想努力一回。”

幸运的是，李建昀成功了。2013年，他
考入江门鹤山市公安局，被分配到特警中
队。每天负重30公斤跑5公里、翻动400斤
轮胎、20米高空索降……一天下来，全身就
像散架般疼痛，李建昀硬是咬牙坚持了下
来。彼时，特警中队刚成立，装备只有盾牌
和警棍，大家只能学习使用新机械设备。通
过勤学苦练、潜心钻研，李建昀熟练掌握破
门器、防暴叉、液压剪、电击枪、防暴车、铁骑
警摩等，由“门外汉”成长为“技术担当”。

特警经常要处置各种突发性急难险重事
件。2015年1月，两名男性挟持了一名女人
质，将门反锁并用重物顶住。一名歹徒拎着
一个煤气瓶，拧开了开关，并掏出打火机准备
点火，另一名歹徒挥舞着剪刀，叫嚣着如果警
察进去就点燃煤气瓶并伤害人质。千钧一发
之际，李建昀和战友们破门而入。第一名战
友用盾牌将两名男子与人质隔开，李建昀和
另一位战友迅速使用警棍击落了一名男子手
中的打火机，关掉煤气，并夺下另一名男子手
中的剪刀，成功解救人质并制服两名歹徒。

事后回想起来，李建昀也觉得惊心动
魄。“危急时刻，容不得考虑自己安危，只想
着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所以，每逢参与
此类任务，李建昀都毫无惧色，冲在最前。
6年间，他参与处置各类突发性事件60多
起，解救、转移受灾受困群众100多人。

血染江河不改初心
李建昀还是公认的“拼命三郎”。在同

事眼中，他在关键的时候、在最艰险的地
方，总是勇于顶上去。

2021年7月13日上午，刚结束执勤任
务的李建昀接到情报：有一伙走私嫌疑人
在古劳派出所辖区西江水域出现。他二话
没说，立即返回单位参加行动。李建昀和
同事分别驾驶3艘执法侦查艇，从不同方向
合围涉走私“大飞”（经动力改装后的大型
快艇，走私分子常用的水上运输工具）。

没想到，嫌疑人加速分散逃离。李建
昀手持防暴枪，站在一艘执法侦查艇前端，
多次鸣枪示警。然而，逃窜船艇蛇形行驶，
意图拒捕。眼见无法逃脱，一艘走私“大
飞”突然调转方向，两次冲向执法侦查艇。
执法侦查艇避让不及，猛烈碰撞在一起。
处在撞击一侧的李建昀落水，被螺旋桨击
中，鲜红的血色瞬间染红了江面。

由于左上肢、左下肢撕裂伤，多处开放
性骨折，加上重度感染，李建昀的左下肢只
能被截断。手术醒来后，李建昀第一句话
就问：“走私分子全部抓住没有？犯罪分子
有没有被绳之以法？”

出院后，李建昀积极配合医嘱，坚持每
日做康复，努力适应假肢行动。“躺久了、坐
久了，就有站起来的欲望。”乐观开朗的李
建昀表示，自己还年轻，要在一线继续奋
战，从事热爱的事业。

经过近8个月康复治疗，李建昀的身体
日渐好转，更加迫切地盼望重返岗位。经过
综合考量，他调入巡警大队，主要负责情报
分析研判工作。面对全新的挑战，李建昀始
终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短短两个月，他共
参与破获街面盗窃案件12宗，抓获违法犯罪
人员19人，打掉盗窃摩托车团伙2个。

2022年8月，李建昀加入警用无人机作
战专班。他克服身体不便和重重困难，不
分昼夜坚守在第一线，使用无人机参与打
击走私偷渡。在半年时间里，李建昀共参
与打击走私案件50起，抓获涉走私人员
100余人，查获走私冻品200余吨。

偶尔路过熟悉的江边，李建昀都会想起
那段伤痛的经历：“我从没有后悔过，从我穿
上警服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奉献
的准备。”

新时代
新青年

为劳动者健康保驾护航！

广东职防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黄曼琪
图/受访者提供

时代造就青年，盛世成就青年。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青年把青春融入
党和人民的事业，肩负起国家的希望、民
族的未来，涌现了一批典型模范人物。“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就是其中的代
表。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聚焦获得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南粤青年及团队，
羊城晚报推出“新时代 新青年”专题，激
励和引导广大青年砥砺前行。（鄢敏）

开栏语：

第 27 届“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获得者李建昀：

因公负伤拒绝转行
装上假肢重回一线
文/羊城晚报记者 鄢敏 通讯员 岳青
图/通讯员提供

华南地区首个质子治疗中心即将投入临床使用，
而这个全球最前沿的放疗技术之所以能在广东落地，
离不开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职业卫生评价所（以下简
称“评价所”）半年的评估、评价工作。

据悉，二十多年来，该所人员奔走在生产一线，切
实做好企业职业危害的“防控师”以及劳动者健康的
“守护者”。4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表
彰 2024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决
定》，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评价所榜上有名，荣获“全
国工人先锋号”，他们也是2024年度全省医疗卫生健
康系统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集体。

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有一支冲锋在职业病危害最
前线的队伍——职业卫生评
价团队。这一支22人的团队
不仅年轻而且能打善战，硕博
比例达91%。20年来，他们用
专业知识服务 2000 多家企
业，为成千上万名劳动者健康
保驾护航。

80 米高石化厂平台、40

米深漆黑铀矿井下，职业卫生
评价人员在现场手把手指导
企业，直至劳动者职业病危害
因素接触水平达标。据统计，
这支队伍深耕职业卫生工程
防护专业领域，已完成全省9
万余家企业的重点职业病危
害现状调查与核实，肩负起广
东省职业病危害评价的众多
工作。经他们评价的岭澳核

电站、中国散裂中子源（全球
第四台，发展中国家第一台）、
巴斯夫湛江一体化项目、中科
炼化等 1600 余项国家、省级
重点工程、重大项目未发生1
例职业病和急性损伤事故。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
规范》《呼吸防护用品使用前
医学评估程序》……广东省职
业病防治院评价所所长苏世

标告诉记者：“工作人员将一
线调查掌握的数据和技术成
果，转化为政府、企业和劳动
者职业病危害风险管控对策，
撰写了《先进制造业职业病危
害识别与控制》等专著，开发
《职业危害风险评估》等软件，
为1524家先进制造业和新兴
产业企业解决职业病危害源
头控制技术难题。”

不怕苦！深入企业一线 从源头控制职业病危害

广东是全国第一人口大
省、工业大省和劳动力大省，
工业企业超过100万家，在粤
劳动者近8000万人。苏世标
说：“我们服务于用人单位，最
终是要守护劳动者的健康。”

与消防评价、环保评价一
样，职业卫生评价不仅关系企
业正常生产经营，而且关系到
企业劳动者的健康状况。苏
世标向记者介绍：“比如石油

炼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硫
化氢、苯、甲苯、二甲苯、汽油
和噪声等，工作人员通过现场
调查法、检测检验法等对作业
场所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进
行全面评价，从而发现生产过
程中存在的职业健康风险。
再比如，华南首台质子中心的
建设就需要评价所进行放射
性职业病危害评价，以确保项

目正常落地。”
据记者了解，评价所创

建了全国首个省级职业健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级
防尘毒工程技术中心，并在
国内率先建立了护听器和呼
吸防护用品防护效果验证方
法并逐渐投入应用，牵头完
成了广东省内60余家企业的
约 1 万名劳动者的护听器和
呼吸防护用品效果的检验及

干预工作，为劳动者的听力
和呼吸健康保驾护航。

截至2023年 12月，评价
所还为超过 861.5 万人次劳
动者争取了应当享有的职业
健康检查权益。苏世标表
示，历年来，评价所通过防护
知识培训、防护用品佩戴指
导和职业健康体检等，全方
位提高劳动者防护意识，捍
卫近千万劳动者健康。

筑防线！细查职业健康风险 做劳动者健康的“守护者”

攻难关！研发防控新技术 做产学研一体的“评价师”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职业卫生评价所工作人员在生产一线

留存老街特色，
老街人情味不变

“第一次来恩宁路永庆坊，
这里保留了岭南特色建筑，适
合我们游客拍照打卡。另外，
还有茶饮店、小吃店等配套设
施，满足了游玩需求。”市民刘
小姐趁着“五一”假期和朋友从
山东济南到广州游玩，恩宁路
让刘小姐留下了深刻印象，“如
果逛累了，我还能在永庆坊的
大榕树下歇脚，可以看出，这片
老街保留原有建筑风貌的同
时，也保留了绿化。”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范围总面积16.03公顷，据悉，街
区内保留有不可移动文物7处、
历史建筑7处、传统风貌建筑30

处以及 640米长骑楼街、5条传
统街巷及13条麻石街巷等。

“在恩宁路，还能找到我爸
爸种下的树！”恩宁路原住民李
叔亲历着恩宁路的蝶变，在恩
宁路，他们能找到家族的记忆，
也体会到城市更新带来的生活
变化。

“我们家族有三代人以上住
在恩宁路，我们和恩宁路是共
生共长的。”李叔说，“在改造
前，街区破旧、没有人气；改造
后，我们房屋墙体得到免费翻
新、水管等也免费更新，治安也
有了保证，整个生活环境得到
改善。如今，街区人气旺了。”

街区变旺，人情不变。傍
晚，李叔的邻居为李叔一家带来
了晚餐配菜，李叔说：“恩宁路的
老街情还在延续，我们邻居之间

会帮忙买菜、相互借物品，街坊
之间还互相串门，喝茶聊天。”

记者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获悉，恩宁路历史文化
街区以“绣花”功夫推进微改
造，实现地区的有机更新，对旧
城存量用地与建筑进行优化布
局和再开发利用。街区改造延
续地区人文风貌，改善居民生
活环境，对空置物业注入新业
态功能；从人本角度出发，强调
街区的活态保护，对人口、经
济、产业等物质要素和人文、历
史、风俗等非物质要素进行系
统的更新重塑。

汇聚岭南非遗，
老街吸纳新业态

走在恩宁路，耳边能听到清

脆的打铜声，南国红豆更是悦
耳动听。不经意间，走到位于
永庆坊的广州非遗街区，十多
位非遗大师工作室并排而设，
广彩、牙雕、醒狮、广绣等非遗
工艺在这里得到集中展示。广
彩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谭
广辉的工作室“广辉彩瓷”在
2020年入驻永庆坊广州非遗街
区。谭广辉说：“永庆坊广州非
遗街区是展示岭南非遗工艺的
窗口，是非遗文化展示的聚集
点和对外展示的平台，每逢假
期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观
看、了解非遗工艺品。”

八和会馆、銮舆堂等在恩宁
路留下了文化印记，这些年，恩
宁路也吸引了新居民、新业态
进驻，工艺品店、餐饮店、潮牌
店等开设在骑楼街下，老街展

现着新活力。“我们当时看到大
榕树结满了榕果，伴随着微风，
果实布满骑楼的整个阳台，那
一刻，我们决定要成为它的新
邻居。”2019 年，白川和砚子一
家四口搬进恩宁路居住，并在
一棵老榕树旁开了一家名为

“老虎上树”的黑胶茶店。
白川和砚子的黑胶茶店以

黑胶唱片和茶为核心，还会举
办展览、香薰分享等活动，主要
展示生活艺术。在恩宁路生活
近 5 年，砚子感受到街区的变
化：“整个街区环境越来越美，
有些街区文化新亮点正在发
酵，比如‘三月三’北帝诞民俗
巡演活动等，还有附近的音乐
新空间也开幕了，慕名而来的
人越来越多，而原住居民依然
能在这里安然生活。”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城市肌理新生业态共存
老街焕发老城市新活力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

红 旗 飘 飘 ，游 人 如
织。“五一”假期，漫步位
于广州市荔湾区的恩宁
路历史文化街区，能听到
说着各种方言的游客前
来“打卡”游玩，恩宁路再
次成为游客到广州旅游
的目的地之一。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
区是广州 26 个历史文化
街区之一。街区内的骑
楼街诞生于20世纪30年
代，保留着岭南传统生活
景象。如今的恩宁路在

“不变”与“变”之间共生，
保留原有城市肌理、老城
人文的同时，也吸引了新
居民、新业态入驻，老城
市新活力从恩宁路得到
体现。

位于恩宁路的永庆坊是旅游热门打卡点

李建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