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0年，张燮林出生在
上海。小时候物资匮乏，他
在空地上画一张“球台”，用
旧三合板自制球拍。靠着这
份执着与热爱，张燮林练就
了一身本领，被誉为乒坛“魔
术师”。19岁时，面对成为专
业运动员还是留在工厂的选
择，出于对乒乓球的热爱，他
选择了前者。此后，他驰骋

赛场，在中国乒乓球运动崛
起的进程中写下浓重一笔。
出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组
组长后，他独具慧眼，将邓亚
萍招入国家队，开启了邓亚
萍中国女乒第一代“大魔王”
之路。如今，84岁的张燮林
依然投身于全民健身事业。

●名师点拨 河科大附
中语文教师叶少波：该素材
可论证“热爱和坚持”“执着
追梦”“慧眼识珠，才能让千
里马驰骋”等。同类素材有：
乒乓球运动员马龙 36 岁参
加奥运会仍获冠军，因为“心
怀热爱 ，永远都是当打之
年”；中科院院士薛其坤三次
考研才上岸，61 岁成为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史上最年轻
获奖者。

□洛教融媒首席记者 刘敏 记者 吕温 赵梦晨
通讯员 张婷婷

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王永志等4人
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迪尔玛·罗塞芙被授予“友
谊勋章”，王小谟等10人被授予国家荣誉称号。
他们的故事感人至深，我市多名高中语文教师将
其中适合做作文素材的内容整理出来，为考生写
好高考作文助力。

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
志“一生干了3件事，
3件事干了一生”。他
干的 3件事是：研制
导弹、送卫星上天、送
中国人进入太空并筹
建中国空间站。1952
年，王永志考入清华
大学航空系学飞机设
计，在被派往莫斯科
学习时，因国家需要
改学火箭导弹设计。
他说：“国家的需要就

是我们的理想。”别人
60岁退休，王永志60
岁却毅然走上新的工
作岗位，担任中国载
人飞船工程总设计
师。他带领航天人奋
斗11年，终圆中华民
族的飞天梦。

●名师点拨 洛
十二高语文教师杨美
林：该素材可论证“把
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使
命”“突破常规，创新探
究”等。同类素材还
有：权威专家曾认为水
稻没有杂交优势，但袁
隆平另辟新路，实现了
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
尹文英“叫板”权威学
者屠格森，用研究成果
纠正了学者们的错误
理念，准确地对华蚖进
行分类。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振义，带领团队历
经 8年，终于攻克了
最凶险的一种白血
病。为了让更多病人

“吃得起药”，他放弃
申请专利，被誉为“中
国药神”。多年来，他
累计获得超过千万元
奖金，却几乎毫无保
留地捐了出去。作为
院士，他又培养出了3
名院士，创造了“一门

四院士”的佳话。人
生百岁之际，这位集
大成于一身的医学泰
斗却认为自己一生只
完成了一件事：对病
人负责。

●名师点拨 杨
美林：该素材可论证

“胸怀使命，敢为人
先”“矢志探索，攻坚
克难”“淡泊名利，大
爱仁心”等。同类素
材还有：贵金属冶炼
工潘从明从业 28 年，
历经数万次反复试
验，改进贵金属提纯
工艺；“大别山师魂”
汪金权放弃名校教师
岗位，扎根大别山执
教二十余载，用大部
分工资资助学生，培
养出上千名大学生。

“中国小麦远缘杂交
之父”李振声，与袁隆平院
士被称为“南袁北李”，“农
业兴国，农业强国”是他一
生的追求。1956年，国家
号召支援大西北，他毫不
犹豫地选择从北京到陕西
杨凌工作。那时，有一种
被称为“小麦癌症”的流行
性病害，造成小麦大量减

产。为攻克这一难题，他
带领课题组“鏖战”20多
年，成功育成“小偃”系列
新品种。几十年来，这位

“大国麦田守望者”用实际
行动，回应着“谁来养活中
国”的世界之问。

●名师点拨 洛一高语
文教师李真真：该素材可用
于论证“迎难而上”“择一事，
终一生”“把国家的需要放在
择业首位”“侠之大者，为国
为民”等主题。同类素材有：
中国“核司令”程开甲为研究
核武器，将一生最好的20多
年留在大漠戈壁；程相文扎
根基层，在海南岛玉米地里
度过50多个春节，近60年培
育出39个优质玉米品种。

黄宗德 17 岁参军入
伍，屡立战功。在抗美援
朝的一次战斗中，年仅21
岁的他凭一己之力俘敌22
人，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
军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
雄。至今，他体内还残留
着三块弹片无法取出。如
今93岁高龄的他，仍坚持
做红色基因的传递者，经

常为部队、学校、工厂、党
政机关以及社区街道等，
义务进行弘扬革命传统的
报告。每当接受荣誉奖
章，他总会想起逝去的战
友：“我是幸存者，勋章应
该给他们戴。”

● 名 师 点 拨 李 真
真：英雄功至伟而言至简、
行至纯，他们用无言的行
动向我们诠释了“岁月静
好”的分量。该素材可论
证“热爱祖国”“信念的力
量”“永葆初心”“低调朴实
做人”等。同类素材还有：
张富清 60 多年深藏功名，
一生坚守初心；王继才守
岛 卫 国 32 年 ，以 海 岛 为
家，将青春年华献给祖国
的海防事业。

“中国预警机之父”王
小谟，出生在战火纷飞的
年代。大学毕业后，他一
直从事雷达研究工作。
2000年，外方迫于压力终
止了与中国的相关合作。
王小谟主动请缨，开始自
主研制预警机。在条件简
陋的试验场，他每天工作

十几个小时。经过多年攻
关，国产预警机创造了世
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9个
第一。“我一辈子就做了一
件事：研制雷达，然后负责
将世界上最先进的各种技
术一起应用到预警机上，
把设计变为现实。”他说。

●名师点拨 理工附
中语文教师魏静：该素材可
论证“青春无悔，强国有我”

“自力更生，科技图强”“勤
奋钻研，科技报国”等。同
类素材还有：研究风洞技术
的俞鸿儒，为了0.1秒的数
据，奋斗了50多年；导弹专
家沈忠芳隐名埋姓六十载,
研制导弹保卫祖国。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很
难，但赵忠贤做到了！在60
多年科研生涯中，他带领团
队使我国高温超导研究跻身
国际前列。20世纪90年代，
国际上高温超导研究遇到瓶
颈，国内也受到影响。当时，
赵忠贤的团队只得精打细算
从淘汰物品里刨设备，但他
没有放弃，而是说“热的时候
要坚持，冷的时候更要坚

持”。坐了近20年的“冷板
凳”，他带领团队持之以恒
地进行实验，一个个新成果
接踵而来。在跌宕起伏间，
赵忠贤对“初心”的坚守从
未改变，他说：“我这辈子只
做一件事，那就是寻找更好
的超导材料。”

●名师点拨 魏静：该
素材可论证“初心不改，超越
不断”“攻坚克难，持之以恒”

“心怀天下，薪火相传”等。
同类素材还有：顾诵芬参与
主持了歼教-1、初教-6、歼-
8等机型的设计研发，带领团
队造出属于中国人的“争气
机”；张存浩为国家战略所
需，三次受命“改行”，转换科
研“赛道”，奠基并开拓了多
个科研领域。

1949年12月，红其拉
甫边防连成立。山路崎岖
复杂，从祖国各地来的官兵
不熟悉巡边线路，正发愁
时，巴依卡的父亲凯力迪别
克主动担任向导，一干就是
23年。1972年，20岁的巴
依卡接了父亲的班，翻雪
山、过冰河，巡逻700余次，
从青丝走到白发，又是37
年。2009年，他将巡边向

导的接力棒交给了儿子拉
齐尼。谁料想，2021年因救
一名落入冰窟的儿童，拉齐
尼不幸牺牲，年仅41岁。巴
依卡说，希望孙子长大后能
成为家中第四代护边员。为
何要坚持巡边护边？“巡逻是
国家的事情，也是牧民的责
任。没有国家的界碑，哪有
我们的牛羊？”他说。

●名师点拨 河科大附
中语文教师黄听松：该素材
可论证“传承”“家与国”“责
任”“忠诚”等。同类素材还
有：“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
热血沃中华”，这是革命先
烈赵一曼的宁死不屈、大义
凛然；“我是中国人，当然忠
于中国人民”，这是钱学森
冲破重重险阻回到祖国展
现的家国情怀和赤胆忠心。

“干就干一流，争就
争第一”，这是许振超的
座右铭。1984年，他成
为青岛港第一批集装箱
桥吊司机，练就了“一钩
准”等绝活，还带领团队
9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
界纪录，创造了“振超效
率”。唯一的桥吊出现故
障，因核心技术掌握在国
外厂家手里，他们只得高
薪聘请外方专家来修

理。只有初中文化的许
振超不服气，每天下班钻
研，从一名普通的桥吊司
机变身“技术大拿”。“咱
当不了科学家，但可以做
个能工巧匠，同样无愧于
时代。”许振超说。

●名师点拨 洛二高
语文教师闫君：该素材可
论证“工匠精神”“精益求
精”“平凡不凡”等。同类
素材有：艾爱国秉持“做
事情要做到极致，做工人
要做到最好”的信念，在
焊接岗位奋斗 50 多年，
为港珠澳大桥等“超级工
程”的建设作出重要贡
献；故宫文物修复师们青
灯黄卷，每日钻研、创新，
让破损的文物重新焕发
光彩。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
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晋
藩，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
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
出代表。在70余年治学
育人生涯中, 他著书立
说，让中国在世界法制史
发展的进程中有了自己
的声音；张晋藩培养了我
国第一届法制史专业博

士生，培育出百余名博士
毕业生。尽管著述等身、
载誉天下，但是张晋藩始
终恪守“不偷懒、不自满”
的治学原则。如今，这位
94岁的老人，因眼疾只
能依靠放大镜勉强阅读，
仍坚持给每年新入校的
博士生上课。

●名师点拨 新安二
高语文教师刘畅：该素材
可论证“兢兢业业”“桃李
不言，下自 成 蹊 ”等 话
题。同类素材还有：“燃
灯校长”张桂梅帮助上千
名女孩走出大山；“扁担
校长”张玉滚主动放弃在
城市工作机会，扎根偏远
山区20多年，资助了300
多名学生。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
候，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
放弃国外优渥生活，全职
回国任教。他说：“我是
国家培养出来的，我的归
宿在中国。”回国后，为尽
快追平与发达国家的科
研差距，黄大年带领团队
与时间赛跑：一年最多

160多天在出差，为了不
耽误白天工作，他经常赶
夜里最晚的航班。靠着
这股拼劲儿，在生命的最
后7年，他带领团队创造
了多项中国第一，为中国

“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
项技术空白。

●名师点拨 闫君：
该素材可论证“爱国奉献”

“使命担当”“心有大我，许
身报国”等。同类素材还
有：彭士禄历经磨难，投身
祖国核动力事业，“沉潜”
一生，铸就传奇；屠呦呦一
生与青蒿结下不解之缘，
她说“国家需要就是我努
力的方向”。

1968年，24岁的北京姑
娘路生梅大学毕业，响应号
召来到条件艰苦的陕西佳县
工作。看到群众缺医少药，
她将“我要扎根佳县，为党工
作50年”的承诺写进了入党
申请书。多少次有机会到大
城市工作，她都选择了放
弃。克服重重困难，她自学

成为全科医生，在县城建起
第一个正规儿科。“生命不
息，服务不止”，扎根黄土高
原56年、已80岁的她依然坚
持为百姓义诊。

●名师点拨 魏静：该素
材可论证“生命不息，奋斗
不止”“不忘初心，人民至上”

“淡泊名利，青春奉献”等。
同类素材还有：张定宇身患
渐冻症，依然奋战抗疫一线，
以奔跑的姿势，从病毒手里
抢回更多病人；“扁担医生”
邓经铭扎根深山40余年，山
高陡峭，为让患者得到及时
治疗，用扁担挑着医疗器材
守护村民的健康。

张卓元是著名经济学
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1950年高考，17岁的他
以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社
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系同
时录取。对经济学的兴趣，
促使他选择了后者。此后70
多年，他“一不改志，二不改
行，三不改变观点”，致力于

市 场 经 济 理 论 的 调 查 研
究。“为国家发展尽经济学
家的天职”，这是他毕生身
体力行的信念，为我国经济
理论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如今，91 岁的张卓元依然
心系国家和人民，每天早起
笔耕不辍。

●名师点拨 洛六高语
文教师高新新：该素材可论
证“因为热爱，所以坚持”“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家国情怀，不忘
初心”“个人理想与国家命
运”等。同类素材有：为了尽
快解决国家芯片“卡脖子”问
题，“龙芯之母”黄令仪年近
八旬依然坚守在研发中心。

01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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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振义
大医精诚 一生只做一件事

03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振声
耕耘天地间 筑牢大国粮仓

04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
英勇战斗 以身许国

05 “人民科学家”王小谟
用一生为祖国打造“千里眼”

06 “人民科学家”赵忠贤
让中国高温超导跻身国际前列

07 “人民卫士”巴依卡·凯力迪别克
一家三代接力护边七十载

08 “人民艺术家”田华
繁花无尽“党的女儿”心向党

09 “人民工匠”许振超
干就干一流 争就争第一

10 “人民教育家”张晋藩
深耕法史 悉心育人

11 “人民教育家”黄大年
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

12 “人民医护工作者”路生梅
一生守一诺“梅香”暖一城

13 “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张卓元
士谋良策为其国 追求真理不止步

14 “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张燮林
乒坛“魔术师”与“国球”结缘一生

1940 年，抗日战争期
间，12岁的田华加入晋察
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走
上革命道路。4年后，田华
光荣入党。从抗日战争到解
放战争，部队打到哪里，田华
就演到哪里。在银幕上，她
塑造了“白毛女”“党的女儿”
等家喻户晓的角色。离休
后，她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参

加了上百次党、国家和军队
的大型演出，还联合老艺术
家们捐款筹建希望小学。在
家人相继患病，家境变得窘
迫时，商家带着几百万元的
代言费找上门，她拒绝了：

“我不能让观众觉得，‘党的
女儿’只向金钱看！”

●名师点拨 黄听松：
该素材可论证“爱国爱党”

“忠诚”“奉献”等。同类素
材还有：“人民教育家”于漪
躬耕基础教育七十余载，用
博大的胸襟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育人“奇迹”；“诗词的
女儿”叶嘉莹，生活极度节
俭，却将毕生积蓄3568万元
捐出，用于支持中国传统文
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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