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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事迹报告会

先进事迹感人至深 榜样力量催人奋进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11月4日，珠海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事迹报告会在珠海广播电视台演播
大厅举行。市公安局横琴分局政委徐飞、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香洲区司法局副
局长叶锦财、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颜军、市人民医院海岛分院（万山区桂山
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王桂湘、市第三中学教师阎晓梅及斗门区白蕉镇虾山村党支部书记杨云锋
先后讲述了各自的先进事迹。

在平凡的刑事技术工作岗位
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就是
徐飞，“把键盘当战场，以鼠标当武
器”，克服重重困难，主持研发了“珠
海警用百度”——刑警超级情报系
统（简称SIS），在刑事情报领域掀起
了一场信息化革命，为珠海乃至全
国的刑侦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徐飞毕业后分配到珠海市公
安局刑警支队第五大队从事刑事
技术现场勘查和检验鉴定工作，繁
重而单一的技术工作并没有局限
他的思想和抱负，在公安科技强警
的大潮中，如何提高技术工作服务
侦查办案的水平始终是徐飞一直
思考的问题。

2006年初，徐飞和其他两名同
事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夜以继日地
研究系统需求，他们在没有任何经

费支持的情况下，开发了珠海刑事技
术信息管理及应用系统，不仅极大地
节约了技术管理成本，提高了刑事技
术效益，也使我市刑事技术工作迈上
了新台阶。

2007年9月，徐飞被抽调到第六
大队开展情报信息工作。期间着手研
发SIS系统，徐飞几乎把办公室当成
自己的家，购买了大量的专业书籍，每
天要花费十几个小时查阅相关资料、
整理业务需求。其中，为了解决异构
数据的应用问题，他尝试了多种技术
方法，经历了数百次失败。

艰辛的付出终于迎来了丰厚的回
报，无数次的失败终于换来了成功的
喜悦，SIS系统终于在2008年年底建
成并投入试用。SIS系统集信息采
集、信息检索、情报线索、警情研判等
强大功能于一身，将种类繁多的公安
内外部信息集中在一个平台，能对违
法犯罪嫌疑人信息实现“一键式”搜
索。珠海公安自主研发的SIS系统推
出后，其强大的功能、便捷的操作、海
量的数据已经先后吸引了130多个城
市加盟使用，被誉为“警用百度”。

在2010年7月召开的全国公安
机关刑侦部门“网上作战”经验交流会
上，与会领导和专家对刑警SIS系统
的强大功能和应用前景产生强烈共
鸣，称之为“刑侦信息化的一场革命”。

徐飞：

激情担当奉献 用青春编织“天网”

“去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出席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
宣布大桥正式开通。习近平总书记
说，这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
桥、复兴桥。”在报告会上，重温一年
前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时的
情形，苏权科依然心潮澎湃。

作为一名桥梁人，“建设世界一
流桥梁”一直是苏权科的梦想。
2003年，是他“梦”开始的时间——
苏权科被任命为港珠澳大桥前期工
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技术负责人，后
来担任总工程师。就这样，在伶仃
洋上一干就是15年，从年富力强，
到如今两鬓泛白。

15年时间，苏权科先后组织开
展300多项专题研究，主持审查几
十万张图纸，反复论证修改几百本
设计施工方案……5000多个日夜，
几代桥梁人的梦想一步步变为现
实。然而，个中的艰难，是外人无法

想象的。
国之重器来不得半点马虎，大桥

的海底沉管隧道建设就是典型的例
子。这个只有少数西方国家掌握的
卡脖子的技术，硬是被大桥人凭着一
股拼劲和韧劲艰难攻克，制成了世界
上最大的混凝土沉管构件——每个
长达180米，重达8万吨。

要把这么大的家伙从岛上拉到
深海精准安装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沉管安装过程，我记忆犹新。安装
第1节时，计划26小时，但花了96个
小时，现场所有人四天四夜没合
眼。”苏权科介绍说，港珠澳大桥海
底隧道由33节混凝土预制沉管和1
节12米长的“最终接头”组成。

2017年5月2日，“最终接头”安
装全球瞩目。“第一次合龙偏差15厘
米，对于海中水密工程算是成功了。
但我们不想留下任何遗憾，最终决定
重新调整。”苏权科回忆说，5月4日晚
8时43分，执着的大桥建设者经过34
小时惊险奋战，成功将线形偏差从15
厘米缩小到0.8毫米至2.5毫米之间。

因为不凑合，才能在国际上树标
杆！15年来，港珠澳大桥建设者研究
制订了63本技术标准，获得了600多
项专利，形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核心技术，建立了跨海通道建设工业
化技术体系。如今，苏权科可以自豪
地说：“在超级跨海工程建设领域，中
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苏权科：

用奋斗架起中国脊梁

在矛盾纠纷面前，他是“和事
佬”“灭火员”；在社区矫正人员面
前，他是矫正制度的“坚决执行者”
和社区矫正人员的“知心人”；当辖
区居民、企业需要法律服务时，他又
化身成为“引路人”“店小二”。

他就是叶锦财，参加工作整整
30年，一直在基层司法行政一线工
作。

2004年5月，叶锦财任前山司
法所所长。“司法所是个麻雀单位，
长期只有两名在编人员。人虽然
少，但事情却不少，职责更不轻。特
别是异地务工人员密集、社情民意
复杂的前山街道，司法所工作任务
非常繁重。”

“记得2016年12月的一天，临
近年关了，38名外来务工人员聚集
辖区某公司门前追讨工钱，场面乱

成一团。”叶锦财赶到后，耐心地做外
来务工人员的思想工作、安抚他们的
情绪，经过4个多小时的调解，涉事公
司、包工头和外来务工人员三方终于
就薪酬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这起持
续了三天两夜的群体性纠纷得以圆满
解决。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04年以
来，叶锦财带领同事们共受理调处各
类矛盾纠份12500多宗，他所在的前
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获得了“全国
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荣誉称号，他本
人也获得“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

社区矫正作为一项严肃的刑罚执
行活动，是司法所目前压力最大、责任
最重、风险最高的工作。“当我用‘真
心、真情、真帮’去教育感化每一个社
区矫正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时，我非
常欣喜地看到，他们大部分人都在沿
着正确的道路一点一点地改变，我们
的辛勤付出结出了丰硕成果。”叶锦
财感慨地说。

工作虽然琐碎繁杂，但当一宗宗纠
纷化干戈为玉帛，一名名社区矫正人员
迷途知返，一个个法律需求得到回应
时，叶锦财越发感觉司法行政事业大有
可为，越加感觉他的工作很有价值，“我
将继续做司法行政事业的奋斗者和追
梦人，为珠海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作出应有的贡献。”

叶锦财：

甘做基层和谐的忠诚守护人

“作为一个平凡的航天人，我
的初心和使命，就是通过对国家急
需的宇航芯片及卫星大数据的研
制，推动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为
我国迈向航天强国贡献力量。”颜
军如是说。

1978年，年仅16岁的颜军以
优异的高考成绩考入了哈尔滨工
业大学。1988年开始，颜军先后
到爱尔兰、加拿大学习和工作，并
于 1993 年创办了 ICCT 科技公
司，专注于航空航天领域。2000
年，颜军带着技术回国来到珠海创
业。

2003 年，国内第一块基于
SPARC V8处理器架构的嵌入式
S698芯片成功在欧比特诞生，填
补了我国在航天航空领域芯片方
面的空白，打破了国外的产品垄
断。凭借着这一“独门秘籍”，欧比

特在航空航天领域迅速做大做强。
敢闯敢拼、坚持创新是颜军最

大的特质，不沉浸于过去的成功和
喜悦，他带领欧比特“二次创业”，
参与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打造

“珠海一号”遥感卫星星座、开辟卫
星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今年9月19日，由欧比特自
主建设和运营的“珠海一号”03组
5颗高光谱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珠海一号”遥感微纳卫星星座
正式完成12星组网，这是我国首
个由民营上市企业投资并运营的
卫星星座。

目前，欧比特正在布局AI深度
学习及算法，致力于卫星数据及图
像智能化处理及分析，解决当前人
工处理数据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

“未来，我们还要研制更强大
的AI芯片、在卫星上装上人工智
能芯片，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和用户
交互能力。”颜军感慨地说，欧比特
公司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已近20
年了，从制造宇航处理芯片到发射

“珠海一号”卫星星座，启动卫星大
数据战略布局，到如今见证“珠海
一号”卫星遨游星辰大海，“多年的
追梦之旅，让我们更加坚定走科技
创新之路。建设航天强国、实现中
国梦就像灯塔，指引着我不断前
行。”

颜军：

平凡航天人 不凡航天梦

为了危重病患能第一时间得
到有效救治，吃住都在医院；早期
照明靠煤油灯和蜡烛、注射器消毒
靠医生砍柴烧水蒸煮；医院的检
查、收费、捡药、打针、洗诊室床单
等都是自己干；接到急救电话要第
一时间赶到海岛的每个角落；经常
紧急赶往码头搭乘快艇开展海上
救援……

这些就是王桂湘所从事的海
岛医生工作，用他的话说就是“平
凡、琐碎，但又非常充实”。1987
年毕业后，王桂湘从广西来到桂山
岛卫生院工作，这一干就是32年。

面对海岛艰苦的环境，王桂湘
平时最忧心的还是急危重症病人
的抢救和转诊难问题。2017年，

超强台风“天鸽”在珠海登陆，桂山
岛连续数天停水停电、通讯全部中
断，成为了一座“孤岛”。卫生院的
大门被大风刮跑了，门铃也坏了，
担心病人晚上来看病找不到医生，
王桂湘搬了一张诊断床，在大门口
和衣而眠守了3个晚上，因此被岛
上的居民称作“守门医生”。

由于工作环境艰苦，这几十年
来，许多来岛上工作的人都先后离
开了。“刚毕业时我内心也曾有过
犹豫和迷茫，但一想到救死扶伤的
医生职责，想到既然选择来这里做
医生，就要干好这份工，艰苦的环
境更需要医生的守护。”王桂湘
说，“扎根海岛，守护好岛民的健
康，就是我的初心，是我一生努力
的方向。”

如今，卫生院的硬件条件越来
越好，B超、X光、产房、手术室、检
验室样样都有了。桂山镇中心卫
生院也成为了珠海市人民医院的
海岛分院，而且在今年年初设立了
全国首个 5G 智慧医院海岛基
地。王桂湘说，“看到医院越来越
好，我们海岛医生心里更踏实了。
我想，岛上的居民心里也一定更踏
实了。”

王桂湘：

做好海岛居民健康“守门人”

作为一名工作了30年的教育工
作者，一名党员教师，该以怎样的姿态
投入火热的教育事业，才能不负重托，
向党和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阎晓梅的答案是，30年三尺讲
台，30年立德树人，30年初心未改。
她的初心从燕赵大地树立，在珠海特
区夯实，不曾忘记、牢记心田。

阎晓梅是珠海市第三中学的一名
英语教师。1984年考入河北师范大
学，从那时起她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好老
师。1988年毕业分配到河北省石家庄
第一中学再到1994年调入珠海市第三
中学，至今30多年这一初心始终未改，
一直指引她埋首教育，默默前行。

“在班主任工作中我经常提醒自
己，我不可能让每个学生都喜欢我，但
我一定要全身心关爱每一位学生。”阎

晓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阎
晓梅回忆，曾经带过一个艺术特长班
的女生，学业基础比较薄弱，便经常
同她交流谈心，后来发现这个女生有
当模特的想法，就在不影响学业的情
况下鼓励她参加模特比赛。这个女
生最终获得“新思路模特大赛”等多
个奖项，考入理想大学。

想成为一名好老师，只有关爱
是不够的，还要有过硬的教学水
平。在课堂教学中，阎晓梅积极调
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轻松愉快
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
人。在英语备考中，她经常请学生
到讲台上讲解一些知识点，充当小
老师，讲不清楚的地方再由其他同
学或老师修正补充。一步步，学生
的学习动力和能力得到提高，英语
成绩也逐步提高。

阎晓梅的很多同事都会问她，
从早上迎着朝阳到学校，到晚上数
着华灯回家门，现在还担任高三班
主任和年级的管理工作，经常利用
周末的时间陪着学生学习，义务给
学生辅导，乐此不疲，你为什么总是
那么精力十足，总有使不完的劲？
阎晓梅总会笑着回答：“因为我在不
忘初心、扎根教育中收获了满满的
幸福。”

阎晓梅：

不忘初心 扎根教育

斗门区白蕉镇虾山村曾经是有名
的“问题特别突出村”。2014年，新一
届村“两委”班子上任。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杨云锋带领新班子成
员，在3年多的时间里，让虾山村实现
了美丽蜕变，一举摘掉“问题村”帽子，
村党支部被评为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
织，杨云锋获广东省优秀农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称号。

“上任后，我密切团结班子、联系群
众开展工作。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力
量是有限的，提高班子的凝聚力、得到
群众的支持才是最关键的一环。”杨云
锋家住在离村3公里的月坑村，为了做
好带头示范作用，他每天都是最早上班
和最晚下班的一个，带动村“两委”班子
切实为村民干实事、解难题。

杨云锋说，很多新上任的村干部
都是新官不理旧事、回避、做好人，这
样的工作作风会阻碍村的未来发展，
不利于村内各项工作的开展。“我在
上任后发动班子成员，经常走村入
户，了解民情，用心、用情并凭着不怕
苦、不怕累、不回避的信念，一鼓作气
解决了鱼虾塘无法发包、水稻田分配
不成功等历史遗留问题。”

解决了村内遗留的历史问题并
不代表工作就可以放松了，村集体
经济比较落后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杨
云锋。为了发展虾山村的集体经
济，提高虾山村的文化底蕴，2015
年，他们深挖虾山历史文化，研制了
虾山村独有的虾舞，2016年又跟其
他村一起举办了第一届客家文化美
食节。如今，每年的美食节至少带
动村民增收50多万元，已经成为虾
山村的一张名片。

“2015年以来，我们争取到市、
区、镇的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开展
地如火如荼，2019年虾山村成为市
级美丽乡村样板村。”杨云锋说，为
了配合样板村建设，早出晚归已经
成为习惯，虽然感觉很累，但看见村
容村貌不断地变化，每天都有一种
工作的冲劲和满满的幸福感。

杨云锋：

爱我家乡 建设虾山

采写：本报记者 靳碧海 见习记者 张景璐
摄影：本报记者 李建束

昨日，珠海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事迹报告会在珠海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7名优秀党员先后讲述了各自的先进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