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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26 日电（记者
梁书斌）他是一个传奇，屡破惊天大案，
检验痕迹物证 7000 余件，无一差错；
他是一个标杆，把对党的忠诚，浸润到
每一起案件的侦破，从不计名利得失。
　　他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
从旧中国衣食无着的农家子弟成长为
新中国首席痕迹检验专家，87 岁高龄
的崔道植对党和人民深怀感恩之心：

“只要我的眼能看、腿能动，我就要为
党的刑侦事业工作到最后一刻！”

重大案件的“定海神针”

　　【一枚弹壳，侦破震惊全国“白宝
山案”】
　　“我这 60 多年办理枪弹案子，在
办案中，随时收集各种枪弹痕迹特征。
这些经验会派上大用场。”崔道植说。
　　凭借超群的技术、多年的实战经验
和严谨的作风，崔道植练就了一双“火
眼金睛”，被公认为中国警界重大疑难
刑事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
　　袭击军警、持枪抢劫杀人……“白宝
山案”曾经震惊全国。1996 年和 1997
年，北京、新疆两地相继发生枪案，除了
现场残留的几枚弹头和弹壳，别无线
索。案件迷雾重重，社会上惶恐不安。
　 　 公 安 部 急 调 崔 道 植 赶 赴 乌 鲁
木齐。
　　作为中国最早研究枪弹痕迹的专家
之一，崔道植在弹壳与弹头中辨别纤如
发丝的弹道痕迹，练就了独门“绝招”。
　　对着案发现场遗留的弹壳和弹
头，崔道植反复调试灯光角度，研究了
一天一夜，终于，他在弹壳抛壳挺右下
角发现了细小的横线。这是“八一式”
步枪发射子弹留下的痕迹。
　　这个发现让案件的侦破峰回路转。
　　崔道植和同事最终得出结论：北
京、新疆的弹壳为同一支步枪发射，可
将两地案件并案侦查。疑犯很可能是
曾在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的服刑
人员。
　　犯罪嫌疑人白宝山的情况与刑侦

专家的判断完全相符，案件最终
告破。
　　【“崔道植”三个字，成为一线刑
警“定心丸”】
　　“他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
悬案、积案起死回生！”崔道植的同
事们这样评价他。
　　有大案或棘手问题难突破时，
一句“请崔道植来”，成为一线刑警
的“定心丸”。
　　 2002 年，黑龙江省一县城母
子两人在家中遇害，现场只遗留下
半枚带血的指纹，多家权威鉴定机
关均得出“指印特征少，不具备认定
条件”的结论，当地警方无奈向崔道
植求助。
　　对这半枚血指纹，崔道植用自
己研究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进行了
修复处理。经反复观察检验，认定
当时的嫌疑对象作案证据不足。
　　经排查，当地警方又向他提供
了几十名嫌疑人的指纹。崔道植最
终在一个嫌疑人的左拇指印中，发
现数处特征点与现场物证符合。在
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只能招供。
　　张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甘
肃白银连环杀人案、沈阳运钞车抢
劫案……在崔道植的参与下，一个
个惊天大案的谜团被解开，一张张
罪恶的“画皮”被撕下。

忘我工作的“神探”

　　【将“精致”做到“极致”】
　　 1951 年，崔道植参加中国人
民志愿军，指导员把《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推荐给他。书中以保尔·柯察
金为代表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
影响了他的一生。
　　 1955 年，崔道植被从部队选
调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凭借忘我的
工作精神，他从普通的刑事技术人
员，逐步成长为刑事技术处处长，公
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
　　“刑事科学技术工作，来不得半
点疏忽和草率。对待每个案件、每
个痕迹、每个线索，我一定做到一丝
不苟、小心谨慎、求真务实。”
　　崔道植看过的子弹、指纹数以

万计，出过的现场不计其数，“看痕
知枪”“观弹知人”的眼力和经验的
背后，是超出常人多少倍的付出。
　　 1991 年发生的“贾文革特大
杀人案”是黑龙江迄今最大的杀人
案，41 人遇害。
　　崔道植带领同事，在艰苦恶劣的
环境下连续工作 20 多天。他们将犯
罪现场屋里的炕灰、院内的垃圾堆都
仔细筛了个遍，不漏掉任何一个罪
证，为搞清楚案发经过、查明受害者
的数量和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退而不休，老刑警身上的忘我
奉献精神】
　　退休后，崔道植被返聘到省公
安厅刑侦总队。
　　 2017 年初，哈尔滨市公安局
刑事技术支队副支队长李新明带着
一 份 刑 事 案 件 的 指 纹 样 本 登 门
求助。
　　崔道植那时刚刚做过白内障手
术，他没有任何迟疑便接过任务。
由于术后眼睛还没恢复，他一手拿
着纸巾擦眼泪，一手扶着显微镜，花
费大半天时间才看完所有指纹。
　　事后得知实情，李新明非常过
意不去。崔道植安慰他：“没关系，
不要多想……”
　　有一年，崔道植接到公安部任

务，去鉴定深圳发生的一起疑难案
件。接受任务当天，崔道植笔记本
电脑背包带子断裂，金属配件弹射
到左眼，将白眼球打出一道伤口。
　　但时间紧迫，崔道植没有停止
工作。儿子崔英滨来看望父亲时，崔
道植已工作了三天，左眼严重充血。
崔英滨强行带他去医院缝了四针。
　　“他是中国的刑警之魂”，多位
公安人员在谈到崔道植时这样说，
他们从这位老刑警身上看到了忘我
奉献的精神。
　　凭着这种精神，在五大连池银
行抢劫案中，他拿着放大镜贴着墙
面一寸一寸地寻找蛛丝马迹，几个
钟头后，从三根麻纤维中寻到线索，
为案件成功侦破提供了重要证据。
　　凭着这种精神，70 多岁时，他
三 天 跑 了 三 个 现 场 ，行 程 超 过
2000 公里，现场勘查结束，他因血
压升高被直接送进医院……

淡泊名利的老党员

　　【对党一辈子的告白】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的
今天。我始终心怀感恩、不忘初心，
对党只有无尽的忠诚。”这是崔道植
一辈子的告白。

　　 1934 年，崔道植出生在吉林
省海龙县一个贫苦的朝鲜族人家。
　　他 4 岁没了爸爸，6 岁没了妈
妈，爷爷辛苦把他拉扯大。祖孙俩
经常食不果腹。提起相依为命的爷
爷，眼泪在崔道植眼圈里打转。
　　东北解放后，这个苦孩子的命
运发生了改变。1951 年，17 岁的
崔道植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两
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是有着近 70 年党龄的老党员
了。我加入党组织，就是要为党和人民
奉献一切，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改变。”
　　崔道植曾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
出贡献奖，得到 40 万元奖金。这
笔钱他自己没留一分钱，给黑龙江
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添置了
设备，还购买鉴定器材捐助兄弟省
市公安机关。
　　然而，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却
极低。一瓶矿泉水加上几块面包，就
可以在实验室里工作一天。除了一
身褪色的作训服，便装永远就是那
么几件。
　　“在他看来，能吃饱穿暖就够了，
剩下的就是回报国家。”儿子崔英
滨说。
　　【英雄暮年，壮心不已】
　　退休以来，崔道植始终工作在
刑侦一线。每年公安部、黑龙江省
公安厅都多次抽调他参与疑难案件
侦破工作。
　　退休后，崔道植和同事研究出
的“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通
过了部级专家鉴定。该系统中的

“制模片”和“弹痕展平装置”已被全
国近 40 家单位采用，破获了一批
涉枪案件。
　　他对刑事技术领域的新进展充
满好奇，总是第一时间学习了解；现
在，他的电脑操作水平不输年轻人，
甚至能制作简单的动画。今天的他
每天都在整理资料，将多年案例做成
PPT，留给年轻一代参考；还全力以
赴推进非制式枪支建档课题攻关。
　　“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作
是我的乐趣，我觉得每破一个案子，
就年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就
年轻了一回。”崔道植说。

痕检“神探”崔道植：“火眼金睛”写传奇
“七一勋章”获得者

　　（上接 1 版）他们发掘运用连队“排排授
过称、班班有战功”的传统优势资源，沿着战
斗历程开启“寻根之旅”，探访革命旧址、分享
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初心。指导员郑纪文寻访
第 13 任连长钟国琴的后人，以《三负重伤不
离党》为题，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党课。官兵
们听完老连长土城战役胸部中弹躺在担架上
还要跟党走、攻打会理腿部骨折拄着双拐仍
然跟党走、血战平型关头部中弹昏迷醒来继
续跟党走的英勇事迹后，从中真正感受到了
军魂的力量。

“支部铁拳头，党员刀尖子”

官兵个个都是强军先锋

　　战场无亚军，一切为打赢。在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百战百胜”战旗光
荣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强军路上，“百战百胜”战旗已成为官兵
攻坚克难的精神利器。在历次比武考核、驻训
演习等任务中，“红一连”释放出巨大血性胆
气，取得百战百胜佳绩。官兵们说，根源就在
于“支部就是铁拳头、党员都是刀尖子”。
　　面对改革转型，连队党支部转型先转观
念、强连先强支部，组成了“支委夜校”研究
建设难题，依托“研战室”探讨训法战法。每
次演习比武，由支委组成的示范班都冲在最
前沿。
　　 2021 年 4 月，连队主战装备全部换装，
党支部提出“驾驭新装备，支委当尖兵”战斗
口号。训练场上，支委驾示范车、书记当车长。
他们白天练技能、晚上搞推演，终于在全旅囊
括所有课目桂冠。在“红一连”，党支部“一班
人”和党员骨干时时处处发挥着标杆、旗帜作
用。每名党员都有训练等级证书，人人精通连
属武器。
　　下士崔文科备战“晴空”国际军事比赛，
开车通过凹凸路时，肋骨撞裂仍坚持完成该
课目，官兵们说他“宁可骨裂、不失骨气”。“断
了鼻梁、挺起脊梁”的副连长王雷参加旅群众
性练兵比武，过障碍时鼻梁被碰骨折，他毅然
坚持跑完全程，为“红一连”增光添色。
　　 2015 年 5 月，参加全军首批赴南苏丹
维和步兵营的连队官兵，在执行巡逻任务时
突遇难民营爆发大规模冲突。在枪声大作、炮
弹横飞时刻，党员突击队迅速筑起隔离带，连
续 3 个小时卡点控道、分区封控，联合国驻
南苏丹特派团指挥官称赞“红一连”名不
虚传。
　　近年来，“红一连”官兵先后探索出 13
种战法训法，有力提升了军事训练的实战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红一连”在旅以上比武考
核中，共夺得 13 个总评第一、370 个单项第
一的佳绩，连队连年被集团军表彰为“强军兴
训先锋连”。

“青春红似火，奋斗正当时”

官兵时时处处追梦圆梦

　　在“红一连”连史馆里珍藏着一件搪瓷斑
驳的红菜盘，1935 年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
曾用它同连队官兵一起就餐。这件“镇馆之
宝”凝结着官兵一致、艰苦奋斗、革命到底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励着官兵保持战争
年代那种革命热情、那股拼命劲头。
　　无论环境条件和官兵成分如何变化，“红
一连”官兵始终心想在一起、汗流在一起、苦
吃在一起，团结坚强如铁，共同携手追梦。
　　 2008 年汶川抗震救灾期间，连队奉命
挺进震中映秀镇，途中险情不断，干部走在
前、战士走在后，老兵在外面、新兵在里面。一
次突遇强烈余震，班长王跃华看到滚落的山
石即将砸向新兵鹿志方，一把将鹿志方揽在
怀里，所幸落石只是砸中了鹿志方的水壶。后
来，被砸瘪的水壶进了连史馆，当年被保护的
新兵也成了老班长那样爱兵的人。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2017 年连队转型
重塑，很多官兵面临转岗改训，要像新兵一样
从头学起。班长张鲁豫由机枪手改为狙击手，
为缩短岗位适应期，他跟自己较上了劲：越野
负重别人 10 公斤他 15 公斤，举枪瞄靶别人
2 小时他 3 小时，伪装潜伏身上多放一倍爬
虫，被咬得浑身是包也纹丝不动。靠着这股拼
命三郎的劲头，他一举斩获集团军狙击手集
训考核第一名。
　　很多人不理解，一个零基础的“插班生”
是如何实现逆袭的？张鲁豫挂在嘴边的话可
能是最好的注解：“年轻时就是要对自己狠一
点，用百倍的努力成就优秀的自己，不能给火
热的青春留下遗憾。”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每年老兵
复退时，“红一连”老班长们恋恋不舍的是朝
夕相伴的战车、心心相念的是连队建设，他们
交战位职责、交专业教案、交装备底数，毫无
保留把自己的“真经宝典”传下去，心里只有
一个念想：只要一代代接续奋斗，改革必成、
强军可期。
　　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回到地方，“红一连”
官兵始终奋斗不息、拼搏不止。
　　退伍战士石骏杰回到山东临沂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后，从党建抓起，带领村里 66 名党
员建强党支部，让曾经贫困闭塞的落后村，变
成了山东省“美丽村居建设试点村”。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2012 年以
来，“红一连”退伍官兵中先后有 39 人被评
为优秀国家公务员或村干部，他们退伍不褪
色，走到哪里就和当地的人民群众结合在一
起，像蒲公英一样生根、开花、结果，在为中国
梦不懈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
　    　（李清华、张圣涛、王会甫）
      新华社西安 7 月 26 日电

  在哈尔滨市老年公寓房间中，崔道植在进行痕迹检验实验（6 月 8 日
摄）。                   新华社记者王松摄

　　新华社上海 7 月 25 日电（记者
周琳）黄宝妹至今记得自己人生的三
个重要时刻：第一个是 1952 年 11
月，由于工作勤奋、业绩突出，21 岁的
她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第二个是 1956 年 2 月，她在上
海见到了毛主席。“主席和我说，纺织
厂好，全国人民穿衣服，要靠你们了。”
从此，不做演员、不当干部，“为民纺
纱”成了她一生的事业。
　　第三个是 2019 年 11 月。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杨浦滨江，鼓励她多向
年轻人讲一讲，坚定他们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
　　从 13 岁在日资纱厂当童工，到
先后七次被评为上海市、纺织工业部
和全国劳动模范，再到如今在哔哩哔
哩当主播、为年轻人讲党课，耄耋之年
荣获“七一勋章”的黄宝妹，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发展的“见证者、
参与者、奉献者”。

“要为人民拼命纺纱”

　　【为民纺纱要拼命干】
　　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前，90 岁的黄
宝妹刚刚从社区打完第二针剂的新冠
疫苗回来。满头银发的她，满脸笑容，
腰杆笔直，说话中气十足，全无老态。
　　“我 13 岁就到日本人在上海开的
纱厂当童工，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来，
一天在工厂要走几十公里。”黄宝妹说。
　　 1931 年，黄宝妹出生于上海，父
母殷殷期待，为她取名“宝妹”。可惜
的是，内忧外患之时，又有哪一个人可
以当“宝贝”？
　　 1944 年，13 岁的她进入日资裕丰
纱厂当童工。“那时候，每天工作 12 小
时，终日不见阳光，腰酸腿疼不说，手指
也常被纱勒出血。纱线断了不接，还要
被‘拿摩温’（工头）殴打。晚上要被抄
身之后才能回家。”黄宝妹说。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
“神兵天降，马路上到处是解放军。”
黄宝妹回忆道。在上海国棉十七厂，
她迎来了重生，“当时我想，既然共产
党是为人民服务的，纺纱也是为人民
服务，所以我就拼命干、拼命干。”
　　【新中国第一代劳模】
　　那时物资匮乏，上海纺织业又
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纺织厂算算帐，

“浪费一两皮辊花，等于三碗白米
饭”。黄宝妹作为一名挡车女工，想
方设法要减少纺纱过程中皮辊花的
浪费。她探索出“单线巡回、双面照
顾、不走回头路”的操作法，在全厂
推广，不仅能节省三分之一人力，还
可以让机器实现 24 小时不停运转。
推广后，工厂实行了 8 小时工作制。
　　当时，在十七厂所有女工里，就
数黄宝妹的皮辊花出得最少、浪费
最少，她纺的 23 支纱只有 0.3% 的
皮辊花。因为工作表现突出，1953
年，黄宝妹从上海数十万名纺纱工
人里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纺织工业
部劳动模范。1956 年与 1959 年，
她又两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56 年，我在上海见到了毛主
席。毛主席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说，我在纺织厂。毛主席说，纺织厂
好，全国人民穿衣服，要靠你们了。”
联想起自己坐火车去北京参加会议
的路上，看到农民们只能赤膊在田
里种庄稼的情形，黄宝妹将这句话
做成了毕生的坚守：为民纺纱。

“演员不做，干部也不要做”

　　【在电影中“自己演自己”】
　　“这部影片是根据上海国棉十
七厂黄宝妹同志的真实事迹编写，
也是由创造这些生活的本人亲自演
出的。”
　　 1958 年，由谢晋导演、现存版
本为 48 分钟的黑白电影《黄宝妹》
拍摄完成，放映后引起全国轰动。
包括 20 多岁的黄宝妹在内，上海
国棉十七厂脱产拍戏的 10 余人，
在电影中都是“自己演自己”。

　　电影讲述了没有“波澜起伏”的
坚持坚守：和别的女工“对调”机器，
黄宝妹纺的纱质量依旧上乘；在竞
赛中，她带领团队 4 个半小时内消
灭了结头上的“白点”，减少浪费；一
场“对调”机器的戏份，引发了一场

“到底是人掌握机器，还是机器掌握
人”的大讨论——— 黄宝妹认为，人应
该掌握机器，而不能由机器掌握人。
　　【我的岗位永远在车间里】
　　 1959 年，《黄宝妹》和《林则
徐》《五朵金花》等影片送往北京，作
为国庆 10 周年献礼。多位领导都
说，《黄宝妹》这部电影拍得很成功、
评价很高，建议黄宝妹当专业演员。
　　黄宝妹心里清楚，她不是专业
演员，导演对她要求不高。“要是做
专业演员，要求就不一样了，连跑龙
套都轮不到。”
　　 26 岁那年，组织曾任命黄宝妹

当干部。几天下来，她“浑身不舒
服”，郑重提出回车间。黄宝妹一直
相信“专业精神”，“我的岗位，永远
在车间里”。1986 年底 1987 年初，
在车间工作了 40 多年后，55 岁的
她从这里退休。
　　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宝妹还曾被

“借调”到江苏启东协助开办聚南棉
纺厂。那时棉纺原料和机器设备异
常紧俏，黄宝妹上北京、去青岛，没日
没夜为企业奔走。当她三年后离开
时，这个乡办小厂已经非常红火了。
退休后，她继续发光发热，参与多地
多个棉纺厂建设，“免费”去帮忙。

“党员永不退休”

　　【在哔哩哔哩当主播的“90后”】
　　如今，黄宝妹和儿子儿媳住在
一起，四世同堂。在杨浦滨江生活

了一辈子的黄宝妹，亲眼见证了上
海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杨浦滨
江从“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
从“黄姑娘”“黄妈妈”变成一头银发
的“黄奶奶”，她又找到了发光发热
的新路子——— 给后生晚辈讲党史。
　　她的行程满满当当：回归社区
后，她用“绣花”功夫说服社区居民
积极参与“睦邻家园”建设；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她又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带头号召儿孙们和小
区居民一起捐款，为“城市守护者”
送去爱心。
　　作为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和
杨浦区“金色夕阳”老干部正能量
工作室的一员，她时常到学校、公
司等给大家讲党课。2020 年 10
月，她的党课在哔哩哔哩直播，“要
接好前辈的接力棒”“为黄奶奶的
为民情怀点赞”——— 年轻网友们在
直播时发弹幕说道。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2019 年 11 月 2 日，习近平总
书记到上海考察。在杨浦滨江公共
空间的“人人屋”党群服务站，黄宝
妹向总书记讲述了她的生活，感悟
自己目睹的新中国的发展和繁荣。
　　“总书记嘱咐我，今后要跟年轻
人多讲讲。”黄宝妹说，共产党员退而
不休，她就是要发动年轻人一起来建
设国家，“听课的人说我讲得好，说老
奶奶要多讲讲。现在我就是这样，只
要精力允许，就一定会多讲讲。”
　　听过黄宝妹讲座的不少人说：

“黄奶奶的人生故事和道德风采，就
是一本鲜活的书。在她身上，爱国主
义不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可触摸、
可感悟的。”
　　获得“七一勋章”以后，黄宝妹
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七
一勋章’挂在胸前很沉，它代表着
一种精神力量，代表着党员肩负的
使命。”黄宝妹说，“我就是一名普
通的工人，从没想过党和国家会给
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现在身体还可
以，要继续扎根上海基层社区，做到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新中国第一代劳模黄宝妹：一辈子为民纺纱
“七一勋章”获得者

黄宝妹在上海的家中翻看老照片（6 月 10 日摄）。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