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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风化人
■香港故事

　　 3年前，香港微缩模型手艺人黎炽
明遇到一件糟糕的事情。从香港空运到
日本大阪的一件微缩模型碎了一半，那
是他用两三个月的时间精心制作的。
　　距开展仅剩数日。“开箱时，我心
都碎了。”这个安静腼腆的中年男子激
动地回忆道。幸运的是，一起参加展览
的手艺人们伸出援手，帮忙“抢救”那
件微缩模型。最终，它惊艳地亮相了。
　　后来每次参展，只要用货车运送，
黎炽明必定跟车，保证作品安全抵达。
像他这样的全职手艺人，香港只有不到
20位。
　　他和搭档陈慧姬入行 10多年，制
作出不少有香港特色的微缩模型：大
坑舞火龙、荔园、凉茶铺、摩星岭木屋
村……

两位手艺人的两次“相遇”

　　采访当天，陈慧姬化了精致的妆
容，她的眼睛很大，但左眼有白内障，
主要靠右眼的视力制作微缩模型。黎
炽明则穿着朴素，右手食指上有一个
创可贴，藏住了被美工刀划到的伤口。
　　两位手艺人的相识源于一封电子
邮件。
　　 2007年，在香港微型艺术会工作
的陈慧姬在网站上看到一个带有旋转
楼梯的建筑模型，模型制作者是黎炽
明。正逢香港微型艺术会筹办微缩模型
展览，陈慧姬随即发电子邮件给黎炽
明，邀他参展。
　　黎炽明接受了邀请。他已从事建筑
模型行业 10余年，却是第一次接触微
缩模型。与一般建筑模型不同，微缩模
型更重视作品细节。白天他忙于本职工
作，晚上便在公司工厂里赶制作品。
　　两个月内，黎炽明用胶板等材料
制作出第一件微缩模型“和昌大押”，
如期交给陈慧姬。“和昌大押”的原型
唐楼建筑位于香港湾仔，已有超过
100年历史。
　　陈慧姬更早入行。2003 年，从事
会计工作的她已是一名兼职微缩模型
手艺人，忙于开班教学。2017 年，两人
再次相遇，决定合办工作室。
　　工作室成立初期资金不足，他们咬牙卖掉了 10件微缩
模型。为了维持日常开支，他们一边教学一边制作新作品。
　　二人分工明确。黎炽明负责微缩模型中的建筑及能动
的东西，如转动的风扇、闪烁的霓虹灯、播放音乐的电视机
等。陈慧姬擅长制作食物、店铺、摊位等细节，用黏土制作出
逼真的微缩食物模型，有半透明的鱼翅、金黄的菠萝包等。
　　刚入行时，同一件微缩模型，陈慧姬要制作五六遍才满
意，技术娴熟后只需两三遍。模型的微缩比例依展览或客户
要求而定，最小的食物模型仅有指甲般大小，最大的微缩模
型有数米高。
　　据介绍，微缩模型始于 18世纪初，源于欧洲，后渐为各
国贵族喜爱。香港微缩模型艺术吸收了本地特色，更贴近市
民生活。
　　入行需要天分，更需后天努力，香港微缩模型手艺人们大
多靠自学。“我们很幸运把兴趣作为职业，会珍惜这份工作。”

与时间赛跑

　　黎炽明和著名演员刘德华面对面交谈过 4 次。刘德华
找他定做 5 件大型微缩模型，有 4.5 米高的中环国际金融
中心大楼、6米长的青马大桥。
　　回顾十几年的手艺人生涯，他们会用一个字来形
容——— 赶。
　　今年 2 月，“惜于微时——— 香港故事缩影展”在尖沙咀
1881 公馆举行，两人制作的 21 件微缩模型展出，其中 9 件
作品是在 2个月内赶出来的。还有一次，一位展览负责人要
求 5天内交作品，黎炽明在工作室里摆了一张折叠床，最辛
苦时，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工作室位于九龙一栋工业大厦的二楼，约有 100 平方
米，每月租金 1.1 万港元。推开大门，微缩模型占了工作室
一半空间，一张 2 米多长的工作台摆放在右侧。左侧角落，
几件微缩模型后面，是黎炽明的办公桌。
　　现实不允许他们慢下来。黎炽明和陈慧姬商量，制作出
三四件相同的作品，借出展览或者卖掉几个，可以获得收入。
　　黎炽明决定做第三件“和昌大押”微缩模型，前两件已
卖出。他还有三样作品——— 冰室、凉茶铺、发廊，每样作品大
概有相同的 5件。陈慧姬一般会制作 15件同样的微缩食物
模型，最小的微缩模型也需要花费两三个小时。
　　其实，手艺人们不喜欢做同样的作品，但这种复制是为
了生活。
　　疫情期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多轮“保就业”计划，接受
雇主和自雇人士申请。黎炽明和陈慧姬的工作室申请过两
次，用于支付房租和日常开销。

写给香港的情书

　　每天早上 7 点公共厨房开门，负责一家人饭菜的妈妈
们便冲出房门，抢占厨房的一席之地，她们一边烹饪一边聊
家常。这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最早一批公屋———“七
层公屋”里的生活场景。
　　黎炽明的童年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住在同一层楼
的孩子们到处串门，有人在家里大叫一声，热情的邻居会结
伴跑去探望。后来，公屋拆掉了，全家人从筲箕湾搬到铜锣
湾，却见不到那样的画面了。
　　他制作过一件地下城的微缩模型，作品灵感来源于“七
层公屋”。幼时父亲经常带黎炽明去南丫岛玩，岛上曾有一
个摩星岭木屋村。父亲已去世两年多，摩星岭木屋村也已不
复存在，他用微缩模型将之还原出来。
　　两年前，因儿时家境普通而少去游乐场的黎炽明，制作
了一件微缩模型“童梦中的游乐场”。通电后，“游乐场”内灯
光闪烁，摩天轮和旋转木马转动了。
　　对香港的记忆，都隐藏在这些微缩模型中。黎炽明和陈
慧姬的微缩模型大部分与香港有关，有冰室、发廊、戏院等。
他们觉得这样市民才有认同感。
　　老人是微缩模型展览的常客，还有老人坐着轮椅，拄着
拐杖来看展。他们停留在一件件微缩模型前，欣喜地说：“这
就是我们以前生活过的地方！”
　　“趁着现在还有能力，尽量多做点，多保留点回忆。”黎
炽明指着头顶的白发说。也许等到视力模糊、双手颤抖的那
一天，他们才会离开这一行吧。
　　工作压力大时，黎炽明会拿上几瓶啤酒，跑到工业大厦
的天台，站在天台上俯瞰城市，观察着每一处细节，就像看
着那些心爱的微缩模型一样。
          （记者洪雪华、姚兰）新华社香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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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剪刀手有点‘土’，那我就比个心吧！”
看着记者 9个多月前在荆州火车站为自己拍
摄的照片，陈安心讲起了当时面对镜头时的
“内心戏”。
　　这张照片，记录下 2020年一个湖北小伙
踏上返岗之路时的瞬间，被不少媒体刊载。

一

　　陈安心当初没有料到，自己能搭上今年
春节后由政府组织的从湖北始发的第一趟务
工专列，返回广州。
　　“年初在家那段时间，揪心、焦虑，登车那
一刻，很激动！”
　　 26岁的陈安心彼时刚参加工作半年，在
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这次回湖北监利老
家过年，本来准备在家待 7 天，好好陪陪父
母、走亲访友。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
大学毕业后又过了一个超长“寒假”。
　　老家封村了，转眼间 2月已过半。陈安心
开始不安起来：线上办公虽可行，工作效率却
因缺乏必要的线下沟通、调研有所降低；看
书、打游戏虽然也有事可做，但少了和朋友逛
街约饭，生活略显孤寂。
　　更让他焦虑的是，公司里跟他同届入职
的大学生已纷纷定岗，他却身困家中，错过定
岗面试，加之社会上一些关于企业裁员减薪
的传言，让陈安心不太安心。
　　“我的职业规划挺明确的，本来想春节返
岗后就能争取进入想去的部门，之前也挺顺
利。”3 月来临，再不回广州，陈安心的职业发
展将捉摸不定。
　　等待中，陈安心收到公司的消息：可以报
名乘坐政府组织的务工专列返回广州。他立
刻报了名，当时还不确定这趟车是否从老家
所在的荆州市发出。
　　 3月 19日，荆州火车站 G4368次列车站
台上出现了陈安心的身影。他和另外 550名务
工人员一样，做完核酸检测后，被政府安排的

专车从村镇接到县城，再被统一送到荆州火车
站。陈安心“比心”的照片也被定格在那时。13
时 20分许，列车驶出荆州，当晚抵达广州。
　　陈安心犹记，发车仪式上，一句“善待湖
北人民”令他感动不已。列车上，陈安心悬着
的心放下了。对他来说，这趟列车，驶向春天。

二

　　“照片上的人是不是你？”回到广州，陈安
心“火”了，他笑言：“公司总经理跟我第一次
说话竟是问这个问题。”
　　父母也把陈安心的照片拿给亲戚朋友
看。大家都知道，在村里看着长大的那个男孩
又回广州工作了。

　　虽然成为众人眼中的焦点，生活依然要
回归平常。陈安心的新职位主要为客户做“全
媒介策略方案”，广告学专业出身、关注时下
热门现象的他，喜欢上了这份工作，也对广州
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爱。
　　三年前，陈安心在武汉读完本科后来到广
州读研。一线城市更广阔的视野、更优质的资
源吸引了他，他决定留在这里，甚至考虑定居。
　　他也想过回武汉，这座城市让他形成了
更完善的人格。2 月时，陈安心在家得知公司
有外派名额，他最想被外派去武汉，“我觉得
那时武汉需要我，一种莫名的情怀，那是我的
第二故乡。”
　　从初中开始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到只身

一人去到一座又一座城市，对陈安心来说，
皆可安稳。他自嘲是个“打工人”，在哪里都
“漂”，但心里也有清晰的计划，漂向自己预
定的方向。
　　如今，“打工人”又漂到另一个地方，他
被外派到了北京，任期两年。

三

　　从北京东五环外的出租房到三元桥附近的
公司，陈安心要花一个小时通勤，比在广州多出
一倍，而在北京租房的面积却比广州少了许多。
　　“10 月 5 日来北京，看了四五家，7 日
决定租这里，8 日就上班。”陈安心说，刚来
北京就主担一个项目，熬了几个通宵，被客
户推翻几次，最终实现了一个好的结果，这
在他之前的工作经历中是没有的。
　　“来北京不虚此行！”短短两个多月，陈
安心就感觉到业务上的成长。
　　父母却担心，北京房租贵、天气冷，他
会过不好。
　　“我会和他们解释，让他们理解。他们
关心我，但不会干预我太多。”如陈安心的
名字，工作、生活、恋爱……他的选择也想
要让父母安心。
　　逐渐适应了北京的气候、环境、工作节奏，
陈安心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偶尔也会约朋友
一起玩。新年将至，在广州喜欢室内滑雪的他
打算和朋友体验一下北方露天雪场的乐趣。
　　“这一年不容易，但是也没有那么艰难。”
　　陈安心觉得，2020 年他和大部分人一
样，平凡而普通。“除了外在因素的干扰，其
实也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社会依然在运
转，工作上依然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他依
然是一个拼搏上进的“打工人”。
　　当被问到新年愿望时，陈安心用典型
的“90后”口吻说：“按时吃饭，多健身，少熬
夜，保住发际线，最重要的是努力多赚钱！”
 （记者陈钟昊）新华社北京 12 月 28 日电

“比心”陈安心：南下北漂，上进就“安心”

  ▲ 12 月 18 日，在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事业群北京中心，陈安心在办公
室内。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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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宁波 12 月 28 日电（记者顾小立、张
璇）2020 年 11 月 24 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中银(宁波)电池
有限公司工程部主任工程师、高级技师傅祥方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傅祥方的同事评价说，在“黑灯瞎火”中生
产出高质量的碱性电池，“他带领大家做到了”。
　　 50 米长的自动化流水线上闪着星星点点
的指示灯光，一颗颗待加工成型的电池在其中
飞快地穿梭流转。在两条均由电脑控制的流水
线外，还各有一台智能 AGV 小车，在机器将电
池成品装筐之后，小车会根据指令把成品运到
指定堆放场地———
　　走进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的电池无人
智能生产车间，“一团漆黑”是多数人对它的第
一印象。
　　今年 43岁的傅祥方，是这个“黑灯车间”的

主要设计者之一。“所谓的‘黑灯生产’，实际
上是节能化、智能化生产下，‘技术之眼’替代
人眼的成果。”他说。
　　 1995 年，傅祥方进入中银(宁波)电池有
限公司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与钳工有关。傅
祥方说，钳工离不开锉削、锯切、钻削等基本
技能，然而刚迈入工厂大门的他没有任何技
能基础，“连锉刀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傅祥方不甘心。
　　他决定白天在车间学艺，晚上自掏腰包
去夜校补课。在那些年，每天下午 4 点半，刚
下班的傅祥方会骑着一辆嘎吱作响的老式自
行车，行色匆匆前往七八公里以外的培训点。
　　傅祥方坚持了四年，最终通过了高级技
师职称的评定。在钳工、机修等岗位锻炼了
12 年后，傅祥方进入工程研发部门，开始电
池机械设计工作。

　　 21世纪初，全球碱性电池行业竞争日趋
激烈，以高产低价取胜的传统产业发展思路难
以为继。在公司管理层决策支持下，傅祥方和
同事们决定对电池生产线开展技术“革命”。
　　然而，最初的进展并不顺利，一些核心研
发技术受到国外封锁。傅祥方和他的团队面
临抉择：是迎难而上，还是随波逐流？
　　傅祥方还是不甘心。“坚持下去，走自主
研发道路。”傅祥方和他的团队同事们决定，
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让电池生产实现高度
自动化，依靠智能技术最大程度解放人力，提
高产品质量。
　　从哪里入手呢？他们计划从攻克电池生
产的关键环节——— 锌膏加注开始。
　　“大家都知道电池有正负极，电池负极材
料俗称‘锌膏’，它由锌粉、粘接剂、电解液组
成。负极材料的注入对整个设备的要求非常

高，工艺精度直接影响电池成品的质量。”傅
祥方说，技术团队决定让生产线所有关键环
节都具备影像检测及自动剔除能力，将采集
到的图像信息与数据库中的标准工艺进行实
时校对，最大程度提升产品品质管控水平。
　　为了保证工作进度，那段时间傅祥方几
乎每天都废寝忘食地工作，在工位上常常一
坐就是十几个小时，方案在他的脑海里一遍
遍推倒重来。设备出现任何疑难杂症，他都第
一时间赶来解决。当时同事们给他起了个雅
号——— 车间“ 110”，说的就是他雷厉风行的
工作态度与工作效率。
　　 2016 年 6 月，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
无人智能生产线正式通过验收并交付车间使
用，该生产线实现了人机智能交互、智能物流
管理、制造工艺仿真优化、数字化控制及状态
信息实时监测等技术的成功应用。

好电池“黑灯瞎火”造？劳模告诉你这是真的 ！

“知心哥”孙浩：大写自己，带好“小神兽”

▲ 12 月 18 日，孙浩在合肥钢铁集团第一幼儿园带孩子们上户外课。新华社记者韩旭摄

　　初见孙浩，似乎很难将他与幼师这个职
业联系在一起：一个 25 岁的小伙子，一米七
五的个子。然而，在这个极不平凡的 2020年，
安徽省合肥市合钢第一幼儿园的这位男幼师
成了时刻与孩子们在一起的那一个。在宣传
抗疫的微视频中、在洪灾居民安置点里、在网
络课堂上……这位“知心哥哥”给每个“小神
兽”穿上了一副正能量的“盔甲”。

一

　　孙浩首次出现在新华社记者的镜头里，
是在防汛的战场上。
　　今年 7月下旬，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巢湖
水位超历史最高值，其支流丰乐河、杭埠河均
超保证水位，合肥市肥西县的千年古镇三河
镇水情严峻。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合肥
市紧急转移三河镇的 300多名村民到合肥市
一六八中学安置点。7 月 29 日，记者在这里，
见到了孙浩。
　　当时的孙浩身穿写有“安徽青年突击队”
的红色马甲，带着安置点的一群孩子围坐在
书桌旁，做着创意手工。当其中一个孩子抬头
望向他，记者在一旁按下了快门。
　　这是孙浩作为青年志愿者在安置点的第
一天。虽然家住在没有严重受灾的城区，尚在
暑假的孙浩还是每天通过手机、电视等渠道
了解最新的汛情，看到画面里安置点的孩子，
孙浩的心提了起来———“听说安置点有不少
三四岁的低龄儿童，背井离乡的暑假会开心
吗？”
　　于是，他迅速与相关部门联系，报名参加
志愿者。很快，每天乘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往
返于家和安置点，成为他暑假后半段的日常。
　　孙浩发现，这里的孩子有些“与众不同”。
在他的课堂上，他号召小朋友们把手工作品
送给自己最爱的人，一个小女孩的作品却迟
迟没有送出去。“我一问才知道，小女孩想把
它送给爸妈，但他们都在外地打工，半年多没

回来了。”区别于城市里的孩子，安置点的这
群“小神兽”大多是留守儿童，这次是和爷爷
奶奶一同住进来的。“爷爷奶奶照顾日常起居
还行，但普遍与孩子交流较少，孩子们到了新
环境都有些害怕紧张。”孙浩说。
　　抵御洪水，靠堤坝，也靠人心。从最初怯
生生地呆坐在座位上，到后来争相抱着孙老
师开心地笑，吵着要听故事，孩子们每天的变
化让孙浩很有成就感，也让他收获了一个不
平凡的暑假。“叫我一声孙老师或者一声哥
哥，我就觉得很满足。”他说。

二

　　疫情期间，幼儿园停课，孙浩却持续“在
线”——— 不见面，也见爱。

　　作为一名“ 90 后”，孙浩头脑灵活，线上
教学他玩出了花样儿。针对疫情期间的个人
防护，他和同事制作了一系列短视频，倡导勤
洗手、戴口罩等生活习惯，孩子们在家通过手
机就可以学习。
　　最让孙浩欣喜的，通过教学，孩子们不仅
养成了良好的防疫习惯，更重要的是，一些孩
子告诉他，长大后想做医生，想做老师，“说明
言传身教可以帮孩子们树立良好的价值观”。
　　强健的体魄也很重要。孙浩的课堂在线
上、在室内，也在蓝天之下。
　　针对学生“宅家”的时光，他和同事专门
编排了健身操，教孩子在家做运动。他又结合
所长，开展起足球接力活动，将一个个足球消
毒后，送到孩子们所生活的小区疫情防控点，

“孩子们拿回去积极开展运动，还拍摄视
频”。

三

　　今年是孙浩当幼师的第三年，如今的
他是合钢第一幼儿园大四班的老师。每天
的工作单纯却有意义：带孩子们一起玩游
戏、学本领，照顾好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也
见证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说。
　　孙浩毕业于新疆石河子大学学前教育
专业，打小性格活泼开朗，是出了名的“孩
子王”。和同龄人一样，他爱玩爱闹，喜欢宠
物，家中养了两只小狗。热衷于公益，从高
中毕业开始，每年都主动献血。“先把自己
写成一个大写的人，才能把孩子们带好。”
他说。
　　 2020 年，于他来说，太多的故事与孩
子有关，他也从一方讲台上理解了自己与
国家、与时代的关系。“从战‘疫’到抗洪，我
见证了整个国家万众一心的力量，在挫折
面前愈挫愈勇，在困难面前众志成城；我有
幸一直坚守在学前教育的课堂里，这里见
证了我的成长。”
　　孙浩坦言自己还年轻，在教学方面尚
显稚嫩，“但我有信心”。他告诉记者，新的
一年，他要更多地向教师前辈学习，并继续
发扬所长：“我想让孩子们都在足球场上尽
情跑起来。”
　　再次进入记者镜头的孙浩，口罩摘下
了，短袖变成了羽绒服，不变的是他身边簇
拥着的孩子，以及他在这一年最温暖的
笑容。
 （记者陈诺）据新华社合肥 12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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