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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姓名：康惠春
职业：一拖集团有限

公司工艺材料研究所副所
长

最幸福的事儿：自己
的工作被认可

最遗憾的事儿：父母
过世，没有让他们看到我
今天的成绩

近日，我们走进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工
艺材料研究所，今年50岁的副所长康惠春
与同事正在研究数字化无模铸造技术。多
年来，这位在岗位上无私奉献的杰出女性，
多次被评为公司拔尖人才、“岗位创新、岗
位创效”能手和市三八红旗手。

刻苦钻研，将国外技术国产化
1982年，康惠春从河南工业大学研磨

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拖工艺处当技术
员。后来，一拖工艺处与冶金处合并，改名
工艺材料研究所，康惠春到工艺材料研究
所的非标科从事非标设备设计工作。

当时，一拖引进了一台冷芯盒射芯机，
用来做拖拉机关键件——薄壁缸体。如何
将国外技术转化为自己的产品？成为一拖
设计人员的梦想。

康惠春虚心向老工程师请教，整天在
机器面前钻研和摸索，与所里50多名设计
人员一起，用了一年多时间将国外技术消
化吸收，由她负责组织自制了两台国产化
的冷芯盒射芯机。该项成果不仅获得省机
械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还填补了我国自
行开发研制大型冷芯盒射芯机的空白。

那段时期，康惠春的女儿出生没多
久。为了工作，她只好把还不满周岁的女
儿送到了托儿所……

临危受命，助力企业扭亏为盈
2001年，公司效益下滑，工艺材料研

究所不再“吃皇粮”，需自负盈亏。当时，
所里技术人员从 300 多人流失到不足
100 人，康惠春临危受命担任非标科科
长。

她带领技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到处
承接非标设计制造项目。从 2001 年至
2007 年，他们先后为公司内外设计了 20
多个项目，创造了700多万元产值。他们
制造的实验室冷芯盒射芯机、涂装线等设
备，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由于贡献突出，
她先后被提拔为所长助理、副所长。

2003 年 10 月的一个周日，工艺所设
计的缸盖磨床设备正进行调试，康惠春到
现场查看。调试过程中，康惠春让其他人
后退到安全位置，自己指挥调试。突然，一
个砂轮碎裂飞出将她打中，掉了 11 颗牙
齿。住院40多天后，她不顾牙齿还没有完
全康复，就跑到大连谈项目……

■人物心声：搞设计从刚开始构思，就
想让它完美，让它为企业、用户创造更大价
值，只有这种理念才能让自己不断进步，才
能实现个人价值，创造更多的财富。

■记者感言：在企业危难之时，当别人
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和利益着想时，康惠春
坚守信念，带领科研人员与企业同呼吸、共
命运，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为企业
发展助力，让生命无怨无悔，用正能量展示
了“半边天”的风采。

本报记者 王晓丹 实习生 郝盼弟 通
讯员 陶建华 文/图

康惠春：攻坚克难勇担当

上周五，文明河洛大讲堂申遗系列讲座
再次开讲。在此次讲座上，市文史专家、洛阳
丝绸之路与大运河研究会会长徐金星以《洛
阳与丝绸之路》为题，讲述了丝绸之路的前世
今生、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

丝织品借此西运，丝路得名
丝绸之路是横贯亚洲大陆，联结亚、欧、

非三大洲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它从中国内地
出发，经中亚、西亚到地中海东岸，再转达欧
洲和北非，既是一条商贸交往之路，也是一条
文化交流之路。

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
《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由于当
时产于我国的各种丝织品大多借此路西运，丝
绸之路故而得名。”徐金星说，李希霍芬书中的
丝绸之路，仅指汉代时中国与中亚及印度之间
的商贸交通线。30多年后即1910年，德国历
史学家赫尔曼在他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
古丝路》一书中，将这条路线延展至地中海及
小亚细亚，使丝绸之路的长度超过 7000 公
里。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丝绸之路。

徐金星表示，由于丝绸之路把包括四大
文明古国在内的亚、欧、非三大洲联系在了一
起，把许多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许多经济区联系在了一起，对加强各国、
各地区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了解，对促进各国、
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张骞“凿空”西域，丝路形成
丝绸之路形成于何时？这要从张骞通西

域说起。

西汉武帝时，在派大军与匈奴作战过程
中，为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汉武帝命张骞为
使节出使西域（汉时西域，狭义上是指今新疆
地区，广义上还包括中亚、西亚以及北非、欧
洲等地区）。

据有关史料记载，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年），张骞、堂邑父等100多人，从长安出
发，出陇西郡边塞入匈奴控制地，被匈奴所
俘。张骞被匈奴扣留十几年，并在那里娶妻
生子，但他始终不忘使命，趁机逃脱，带着部
属西行至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已降服于大
夏，无共击匈奴之意。张骞只好离开大月氏
返回汉朝，不料途中又被匈奴所俘。一年后，
趁匈奴发生内乱，张骞才返回长安。

之后，汉武帝又命张骞为中郎将，率300
人，携牛羊上万只及其他财物，再次出使西
域。张骞到达乌孙（今新疆西北部、伊犁河至
天山一带），并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月氏、
大夏、安息、身毒等，开启了汉与西域诸国交
好的新局面。

“张骞通西域的成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
正式形成。”徐金星说，近年，随着丝绸之路研
究的逐步深入，又相继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等。

丝路申遗正酣，你我共参与
西汉末年，由于受匈奴的袭

扰，丝绸之路被迫中断。公元73
年，东汉明帝派班超重新打通了
隔绝58年的西域，并将这条路线
首次延伸到罗马帝国。同时，罗
马使者也顺着丝路来到当时的首
都洛阳。

徐金星表示，从东汉至隋唐时期，洛阳作
为当时全球范围内最为繁华的国际大都会，
对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和东西方的交流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是借
助丝绸之路，我国大量丝和各种丝织品源源
不断地从洛阳出发运往西域诸国，产自西方
的物品也大量运到洛阳，并以洛阳为“中转
站”输往各国；二是丝绸之路还促进了东西方
文化的交流。

2006 年 8 月，在中国新疆，由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主持的丝绸
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调会，明确了
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始于中国汉唐时期的
东西两京——洛阳和长安。

后经过几轮筛选，国内共有河南、陕西、
甘肃、新疆等4个省（区）的22处遗址点入选
首批申遗点名单（国外有11处）。其中，我市
共有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
遗址和汉函谷关遗址等3处遗址点入选首批
申遗点名单。

“本月底，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将正式接受
联合国专家的现场评估。目前，各项迎检工
作正有序推进，需要你我共同参与。”徐金星
最后用这句话结束了讲座。

本报记者 姜春晖

作为联结亚、欧、非的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既是一条商贸交
往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洛阳则是其东方起点之一——

丝绸之路从洛阳出发

本报讯（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陈亚辉）
我市将迎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日前，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扎
实做好物资储备，备战主汛期。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目前，通过细致摸排和实地勘察，我市已对全
市范围内的山洪灾害易发区、防汛重点地段
进行系统普查和 GPS 定位，并制定了“因地
制宜、土洋结合”的治理和预防思路。

我市山区广布，山洪地质灾害易发频发，
打通农村防汛工作的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
该负责人说，铜锣、大喇叭、手摇警报器、简易
装置等“土家伙”，虽然“其貌不扬”，但操作简
单方便，老百姓一学就会。而山洪灾害科学
防控视频会商系统这个“洋玩意儿”，作用同
样不可替代，它集监测预警、视频会商、群测
群防等功能于一体，可实现灾情远程指挥。

据统计，目前，我市共建设简易雨量站

1381个、简易水位站716个，配置手摇警报器
3186个、防汛喇叭3000多套，山洪灾害防御系
统也已在山洪灾害重点防治区实现全覆盖，防御
范围涉及11个县

（市）区的128个
乡镇，实现了“视
频到乡、音频到
村、监控到点、预
警到人”的目标。

我市山洪灾害防御系统在128个山洪灾害重点防治乡镇实现全覆盖

“因地制宜、土洋结合”备战主汛期

近日，有群众致电本报反映，偃师市高龙镇五岔沟村有条
垃圾带长时间未清理。昨日，记者在该村关圣庙旁发现了这
条长10余米、宽约3米、高约半米的垃圾带，臭气刺鼻，令人
作呕。（如图）

附近居民说，这里
的垃圾已存在很长时
间，希望当地主管部门
重视该处的环境问题，
尽快清除这个垃圾带。

本报记者 摄影报道

五岔沟村有条垃圾带

本报讯（记者 刘冰）7月13日，本报报道了湖北
路、湖南路一些商家店外经营，摆放桌椅阻碍行人通
行的问题。湖北路办事处党工委高度重视，积极整
改，目前相关问题已得到解决。

湖北路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经安排

执法人员对该处店外经营现象进行整治，加大巡查力
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同时，还将对一些易出现摊
点占道现象的地段，安排专人定点看守，防止出现回
潮；与区城管局联动，开展联合
执法。

加强巡查 及时纠正

改善小区环境是我市开展文明城市持续提升工作的一项
重要内容。近日，记者暗访了城市区部分小区，发现生活垃圾
随意倾倒、公共设施破损、乱占安全通道及乱贴小广告等不文
明现象，严重影响了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市容市貌。

记者 刘冰 实习生 王高岩 摄影报道

部分小区环境亟待改善

摄于高新区张家社区

摄于西工区芳林北路社区

强身固本铸品牌 特色立校创辉煌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科学发展纪实

学校名片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河南省文明单位
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工作先进集体
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特色学校
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单独招生改革试点院校
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同时举办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是2011年5
月经河南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
的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前身是
1959 年成立的河南省针灸推拿学
校（河南中医学院针灸推拿职业学
院）。学院主要培养适应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等技能型人才，设
有针灸推拿、康复治疗技术、护理、社
区康复、老年服务与管理、中医康复
保健6个专业。其中，针灸推拿专业
为“河南四大职教品牌”之一。学院
在校生近4000人。学生毕业同时获
得毕业证和职业技能证双证书。中
职毕业生均可通过直通车——学院
单独招生考试升入高职学习。

学院位于洛阳新区，占地近
400亩，与河南科技大学、洛阳理工
学院相邻，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教
学楼、实验楼、附属医院、图书馆、公
寓、餐厅等教学生活设施完善，馆藏
图书 10 多万册。学院教职工 310
余名，其中副教授、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 38 名，行业知名专家、省级
学术技术带头人、骨干教师、优秀教
师、“双师”型教师 32 名。建校 50
多年来，学院坚持特色立校，务实发

展，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同时发挥
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开展中等职业教
育和医疗服务、技能培训。学院的
办学历史、基础设施、办学规模、师
资力量、学术科研、行业辐射能力等
均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

学院继承和发扬了中医针灸推
拿传统疗法，并与现代医学相融合，
凝聚50多年的学术科研积淀，打造
出“洛阳推拿”特色品牌，在国内同
行业享有极高的声誉。以“针灸推
拿”骨干专业为核心，拓展成立了多
个专业，将中医推拿融于康复治疗
技术、老年服务与管理、护理、社区
康复等专业，既符合国家专业设置
规范，又适应社会对人才一专多能
的需求。2011年，学院针灸推拿专
业被教育部确定为“提升专业服务
能力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两年
共4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同时，被
洛阳市确定为“洛阳市公共实训平
台建设项目”，市财政拨付150万元
用于项目建设。两个项目的实施打
造了专业内涵建设的升级版，进一
步提升了针灸推拿专业建设水平和
服务社会能力。

学院人才培养工作以就业为导
向，以质量为核心，注重学生的综合
素质的提高和职业技能的培养，理
论教学、技能培养、功力训练三位一
体，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形成了独
特的培养模式。理论教学通过课堂
讲授、多媒体演示，强化基础理论知
识；技能培养通过手法传授、技能训
练等直观教学，强化动手操作能力；
功力训练通过太极拳、八段锦、易筋

经、少林内功等功力训练，冬练三
九，夏练三伏，练就了刚柔并济、厚
重深邃的功力，不仅强身健体，又使
专业技能独具特色。多年来，学院
毕业生以“洛阳推拿”金字招牌就业
创业，稳固占领北京、上海、广州等
一线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中医推拿医
疗、保健、康复高端市场，赢得了患
者、消费者的高度赞扬和用人单位
的青睐。10多年来，学院毕业生就
业始终保持1人挑选3个岗位的良
好形势。专升本录取率在 90%以
上。近 5 年来，公立医院为毕业生
提供就业岗位以每年50%的速度递
增。

学院的发展得到了国家和各级
政府的重视和支持，2013年，中央财
政和省财政又支持1.2亿元专项资金，
立项新建综合教学楼、图书馆及学生
公寓等项目。项目建成后，学院的教
学生活设施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中华医学，博大精深；针灸推
拿，国医瑰宝；绿色疗法，朝阳事
业。《黄帝内经》记载，推拿医术发源
于洛阳，因其无毒、无副作用，被称
之为“绿色疗法”，在疾病治疗、病后
康复、亚健康调整、养生保健等方面
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健康环保的时
代潮流和老龄化社会进程加快的形
势下，中医针灸推拿及相关专业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
第一香。”学院正朝着特色鲜明、质
量一流的高职院校的目标奋力迈
进，让国医瑰宝之花绽放得更加绚
丽！ （聂先平）

综合教学楼综合教学楼

图书馆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