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记者魏乐钇通讯员谢滟

“消防安全一点不敢松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有无遮挡、堵塞、封闭，消防设备设施器材是否保持
完好有效，工作人员是否会操作灭火器，都要进行全
面细致的检查！”中午时分，消防救援支队萧山区大
队初级专业技术员林景勋作为区体育馆的场馆驻点
干部日常对场馆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工作
到底到边。

1986年出生的林景勋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消防
队伍，一干就是十四年。“刚开始参与灭火的时候，真
的和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冲进去，什么也看不到，
烟雾浓得像是实体墙。虽然带着空气呼吸器，但是
浓烟还是顺着狭小的缝隙冲到鼻腔和口腔。要不是
前期有过训练，真的会分不清东南西北。走出火场，
感觉哪里的空气都是清新的。”即使如此，林景勋也
从没想过放弃。

在前不久的一次火灾事后调查中，正当调查组
疑惑不解时，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林景勋却有了新
发现，“等等，倒回去两秒钟，刚刚画面里好像出现了
一个黑影。”由于起火车库未安装监控，消防火灾调
查员们只能根据周围监控进行分析，当时正值晚上，
光线昏暗，一闪而过的黑影确实不显眼，但林景勋成
功发现的关键一帧，让“罪魁祸首”浮出了水面。

“不可错判也不可放过，我们必须通过监控和火灾
现场的痕迹，给群众一个交代和真相。”林景勋在火灾
调查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视频分析和电子数据采
集，寻找起火原因，有时候，为了更好地“破案”，还需要
进行现场三维立体建模、制图、现场勘查。“虽然每一次
都是新的挑战，但是每次成功找到原因后，心里都有一

种说不出的满足感，我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随着火场救援经验的不断丰富，林景勋的工作

角色也在不断转变，从一线消防员到火灾调查员再
到防火监督员，参与火灾扑救和抢险救援任务2000
余次，救助遇险群众100多人，抢
救、挽回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近
千万元，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作为守护亚运核心区、主阵
地的一分子，倍感责任重大，我们
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全力以赴
投入亚运护航保障工作中，充分
展示萧山消防‘火焰蓝’的良好形
象。”林景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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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朱林飞

“来，跟着教练，左脚向前，膝盖弯曲，右脚往后伸
直，挥动右手，身子跟着一起转。对，就这样，很好
……”听到教练的表扬，小朋友练得更起劲了。记者
昨日在萧山区体育中心见到郭文豪时，他正在给孩子
示范打球的姿势。

说起这位郭教练，不仅孩子们喜欢，家长们也是
称赞有加。他很有耐心，上课认真负责，又带点幽默，
无论是五六岁的小孩子，还是十二三岁的大朋友，都
喜欢跟着郭教练学乒乓。

郭文豪今年26岁，来自河南新乡，这地方也是中
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奥运冠军刘国梁的家乡。郭文豪
从小学就开始练乒乓球，后来考上武汉体育学院，读
的专业也是体育教育乒乓球专项。大学毕业实习时，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区体育中心，当起了乒乓球
教练。

虽然实习时间不长，但在与小朋友和家长的相处
中，郭文豪感受到了萧山人的热情及对乒乓球的喜爱
之情。也正是这份热情和喜爱打动了郭文豪，毕业
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来萧山发展。一转眼3年多过
去了，郭文豪顺利地融入到萧山当地的生活中，并从
内心里爱上了这座城市。

每到双休日或节假日，都是教练们最忙的时候。
目前有30来个孩子跟着郭文豪练乒乓球。虽然大多
数孩子只是把乒乓球当作一项兴趣，以后也不会走乒
乓球的专业路线，但郭文豪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一节
课，对待每一个孩子。看着一个个小朋友经过不断努
力、刻苦训练，身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强，郭文豪就觉得
特别自豪，这份工作给他带来了满满的成就感。

“打乒乓球可以帮助孩子们缓解学习压力，在你

推我挡过程中感受到竞技的快乐，我相信他们可以通
过乒乓球感受到积极进取、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从
而影响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郭
文豪既是孩子们的教练，也是孩子们的大哥哥，他欣
喜地看着孩子们的每一点进步。

随着亚运会的临近，郭文豪也
越来越感受到全民迎亚运的浓厚氛
围。“萧山区体育中心也是亚运主场
馆之一，我见证了整个场馆的改造
过程，现在的体育中心变得时尚又
大气，能在这里工作，我的内心里也
有些小激动。希望亚运会能顺利举
办，我国的选手能多得金牌，赛出好
成绩。”说到这里，郭文豪笑了。

NO.96
消防初级专业技术员林景勋：

灭火先锋火场“探案”守护一方平安

征集全城最灿烂的百张笑脸

经历延期再重启，杭州亚运的脚步渐近，由萧山区亚运运行保障指挥部办公室主办，萧山日报、萧山区文明办共同推出的“征集全城百张最灿烂的笑脸”活动同步回归，
请把你的灿烂笑脸发给我们，同时说说笑脸背后你和亚运的故事。照片要求画面清晰，黑白彩色不限，不得合成、添加，照片发送至“韵味萧山App—广场—你好亚运话题”
（记得填写姓名与联系方式）或拨打萧报热线82654321报名，也可以在“亚运在萧山”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发送“笑脸征集+姓名+手机号+笑脸图”。届时，我们将从报名
者中随机抽取若干名幸运市民，送上一份亚运特殊礼品。

你的一笑，将成为萧山的最美代言。来吧，扬起嘴角，或阳光、或甜美、或童真、或搞怪……亚运因你的笑容更精彩。

笑脸迎亚运 有你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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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高长来：

热心公益的“红袖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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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教练郭文豪：

期待亚运会顺利举办中国选手多得金牌

NO.93
“水上运动达人”Christian：

乘亚运东风 助推帆船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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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记者童宇倩

湘湖湖畔，卧虎藏龙。这里住着一位“水上运动
达人”——17岁在法国教授帆船，27岁主导驾帆横
渡大西洋，至今共翻译出版了十多本航海、航空方面
的书籍，其中《中国古船图说》《我们的广西，海上丝
绸之路》更让他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海洋文化和历史
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他便是今年70岁的法国航海家、飞行家，世界
运河城市合作组织 (WCCO) 成员 Christian A.
Fardel，中文名冯克礼。

一头金发，戴一副眼镜，这位学者气质浓厚的航
海家，毕业于法国布列塔尼航海学院，从小就接触帆
船。2019年，冯克礼来到萧山湘湖，与傲帆航海俱乐
部合作，将自己丰富的驾帆经验和航海知识教授给
来学习的孩子们。

“自1970年起，我已经教授了53年的帆船运动，
帆船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提及帆船，这
位精神矍铄的船长，眼里是浓浓的喜爱，“希望可以
乘着杭州亚运会的东风，大力推广和普及亚运项目
帆船，将它发展成一种人人都可参与的休闲运动。”

在冯克礼看来，当前，国内大部分东南沿海城市
还没有建造游艇港，帆船无法靠岸，这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帆船运动的发展。“虽然有码头可以停靠，但
一些码头吃水较浅，一旦遇到退潮，大帆船进不去也
出不来，还会造成船体的损坏。”

为此，冯克礼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
我们不设计一艘不需要游艇港，可以直接停在烂泥
里或者沙滩上的帆船呢？”

说干就干。2021年12月，冯克礼和团队开始了
这个项目。在多方努力下，今年，冯克礼参与设计的
世界首创无舵帆船、纯电铝合金的双体游艇母舰

“Sabrina号”比例模型在2023上海国际游艇展惊艳
亮相。

根据设计，这艘帆船总长17.7米，船宽8.5米，吃
水1米，桅杆高度25.55米。船身由铝合金打造，不
仅在材料上使用可循环绿色环保材料，在能源上也
使用了太阳能、电能等新能源，并计划于今年杭州亚
运会期间正式下水面世。

“船吃水只有1米，不会太深，你可以停靠在海边

的沙滩上或者浅水区的烂泥里；铝合金制作的船体，
使它既不害怕热带浅水区偶尔的礁石刮擦，还可以
前往高纬度乃至浮冰航区，非常坚固；同时它也非常
智能化，如果你孤身一人在船上，又不慎坠海，这艘
船会自动降下船帆，船会来接你……”提及这艘帆船
的特色亮点，冯克礼滔滔不绝。

对帆船的热爱，几乎贯穿了冯克礼的一辈子，而
他也致力于在国内发展这一小众运动。在湘湖推广
帆船，是他朝目标迈出的“一小步”——“优越的山水
风貌，让湘湖在水上运动方面独具优势，我们可以将
湘湖打造成杭州的‘水上运动休闲公园’，为这座城
市注入新的活力。”

对即将到来的杭州亚运会，
冯克礼也充满了期待。“我一定会
去现场看比赛，因为我深深敬佩
那些优秀的年轻运动员，其中中
国跳水运动员全红婵就是成功和
完美的代表之一，虽然她还很年
轻，但已是很多人的榜样了。”冯
克礼笑着说，自己也是全红婵的
一枚粉丝，“希望我可以在亚运会
赛场上见到她，为她加油鼓劲。”

■记者刘殿君通讯员黄飞曲特

在红山农场，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年过六旬带
着红袖箍的老者。他不时穿梭在大街小巷，面带和
蔼的微笑，有板有眼地忙碌着。

他或是出现在老年合唱团，义务教大家识谱唱
歌；或是站在老年大学讲台上，为学员们传授文化知
识；或是来到十字路口，指挥起交通；或是走进居民
家中，做政策讲解员。

他就是红山农场退休教师高长来，今年已经66
岁，当地人都把这个热心公益事业的老师称呼为“红
袖箍”。

事实上，早在红山学校上班期间，高长来就积极
参加农场各种公益活动，从来不计报酬。退休后，农
场请他做志愿者，他义无反顾地就答应了。

为了丰富老人们的业余生活，他积极参与农场
老年“夕阳红”合唱团的组建，并亲自担任“辅导
员”。合唱团成立6年来，他每周三都准时“到岗”，义
务辅导大家。

随着亚运会的临近，他还教大家以“爱祖国、爱
家乡、爱亚运”为主题的歌曲，并参加比赛和义务演
出，为丰富农场文化生活积极出力。

作为老师，高长来“退而不休”，主动担任起老年
大学的老师，每周五都准时站在讲台上，为“老年学
生”传授各种知识。

有些老年学员没有任何文化功底，高长来就从
基础开始，教大家识字、写字。一位过去到银行取钱
都不会写自己名字的戚大伯，如今经过一年多的学
习，不仅能写出工整耐看的小楷书法作品来，还参加
了老年大学举办的书法比赛。

戚大伯高兴地说，现在还能认识很多字，报纸也
能看了。“我要一直在老年大学跟高老师学下去，学
更多知识，丰富晚年生活”。

自从高老师来到老年大学，学员期期“爆满”，原
本只能接受40多个“学生”的班级，现在都在60多
人。很多没有报上班的学员，只能排队到下一期。

作为临空经济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红
山农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各项工作正如
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其中征迁工作就是其一。

而随着亚运周期的到来，这项工作按照时间节

点，越发紧迫起来。为此，高长来利用业余时间，还
主动承担起这项工作，走家串户，做起政策“讲解
员”。

听说“夕阳红”队里一位队员一直思想有疙瘩，
拖了征迁工作的后腿。高长来便上门热心地劝导：
过去红山农场是一面旗帜，红遍域外；如今，红山又
迎来了新的发展良机，要再“红”了。但要“红”起来，
就要腾挪空间，发展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所以征迁
就是支持发展，支持红山腾飞。

经过高老师一番入情入理的
“解说”，这位队员马上就走进了
征迁办公室，积极配合起工作
来。而这样的事，高长来自己也
记不得做过多少回了。

“作为一名党员，能在退休后
继续发挥余热，为党和政府以及
群众奉献一点绵薄之力，是我无
上的光荣。只要身体允许，这个

‘红袖箍’我就一直带下去。”高长
来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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