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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 言 如 山
——追记全国劳动模范、天津楷模金万昆

■本报记者 张立平 徐雪霏

2023年12月2日清晨，一位91岁的老人安静地走了。
宁河区芦台街他生前的住所摆满了鲜花。不知是谁在他

的遗像前献上了三条活蹦乱跳的大鲢鱼。人们说，如果没有
他，你我的餐桌上可能会少一条鱼。

碗中米、盘中鲜，他被喻为“水产界的袁隆平”。他是金万
昆，全国劳动模范、天津楷模、天津市换新水产良种场原场长。

人们闻讯从天南海北赶来，送金场长最后一程。来自各
地的养殖户含着泪说，金场长倾其一生培育出的11个国家审
定水产新品种，让他们捧上了“金饭碗”。
互联网上写满了人们对这位老人的深切怀念——
“今天吃鱼，为您送行。”
“谁说鱼儿没有眼泪，今天，它把悲伤融化在水里。”
“感谢您鱼爷爷！您的功绩我们永远不会忘！”
他这辈子很长，91岁仍然奋战在一线，把一生都献给了

鱼类遗传育种事业；他这一辈子很短，短得都没来得及走出那
一亩方塘。工作人员回忆他最后的日子，惊讶地发现，他去年
年初定下的42项科研项目，在他离世之前已经全部完成。
“咋说的就咋做。我照着我的入党誓词做！在入党志愿

书里，我清清楚楚写着：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只要是活着，
在停止呼吸的前一分钟，也得要干！”
他做到了！
他犹如一座山，沉默、坚定、有力量。这个拥有65年党

龄、36小时扫盲班“学历”的老党员，一辈子扎根百姓的育种
科学家，用他的一生，践行了最初的誓言。

一腔赤诚 初心不改

离世前他把场里的规划做到了2031年

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好处，咱就干，拼命地干

2023年8月25日9时，金万昆被人搀扶着，准时出现在换
新水产良种场，他强忍着病痛，主持召开了对该场自2019年
以来进行的100多项杂交育种试验成果总结的学术研讨会。
整整半天的会，他全程都在。
此前一天，他不容分说，硬是从医院里“跑”了出来。他是整

个住院部最“不听话”的病人。“我去去就回，就开一个小会……”
金万昆半倚在床上，双手作揖，求大夫“网开一面”。

自从７月26日入院，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搞特殊”了。
他每天打电话，场里组长职位以上的职工都被他叫来过，进
到病房就听他讲课、开会。因为要记录的东西太多，他干脆
让家人把他吃饭的单人圆桌拉到了病房里，当作来访职工的
写字台。
“老爸，您这是在住院，该休息了！”大儿子金会彬实在没

忍住，劝他。

“鱼爷爷，听话，病好了才能出去‘做鱼’（育种）。”护士也
不止一次进来提醒。
“我没有多少时间了，还有很多事没做。拼，恐怕也拼不

出来了……”他声音微弱，神情里带着忧伤。
人们何曾见过金万昆如此落寞？那可是倔强了一辈子，

带着职工，从白手起家干到国家级水产原种场，将全场鱼苗年
产量推上60亿尾，解决了国内水产育种多项“卡脖子”难题、
永不言败的老场长啊！

跟了金万昆20多年的徒弟、场工程师高永平不止一次听
他老人家讲这样的故事：1959年，作为换新渔业生产合作社
社长，金万昆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上级奖励了他3000尾
鱼苗。“是从长江捞上来的，领导让我好好养，把南方的‘花’掐
过来，在北方结‘果’。”
那时候，北方人吃鱼全靠捕捞，哪有人会养鱼？金万昆捕

鱼是把好手，养鱼这是头一遭。但凭着一步步精心摸索，两年
后，小鱼苗居然长成了大鱼，有的还孵化出了小鱼。
“南鱼北养”奇迹般成功。
“你光养鱼不行，还得‘做鱼’！”原国家水产部领导来到换

新对金万昆寄予厚望。
“我哪懂？”
“不光你不懂，大家都不懂。正因为不懂，你才得干。没

有人干，中国的水产还要不要？中国的水产要发展，最大的问
题是种的问题。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
“中！干！”金万昆深受鼓舞和震动，一口应了下来，这一

应，就是一辈子。
可是他只是个渔民，36小时扫盲班的“学历”，斗大的字

不识一升。组织派他去江苏学习孵化技术，看着满屋子的行
家里手，他躲在一个角落里。老师讲“绒毛膜激素”，他听不

懂，在本子上把“绒毛膜”记成“毛妈妈”。这何止是学习孵化
技术，他这是从汉语拼音、查字典一点点学起，向中国育种科
学高峰发起了冲锋。

几十年下来，他不知疲倦，字典翻烂了一本又一本，资料
被勾画了一遍又一遍，问题请教了一人又一人。办公室工作
人员刘金讲了一个细节，“他老人家胸口有一道长长的黑印，
那是他长期伏案写字、读书，胸口在写字台边卡出来的痕迹，
时间长了，就成了一道厚厚的黑茧。”

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学习，把别人睡觉的时间用来“开夜
车”，那个终年在水上漂泊、不得靠岸的“小金子”，在党的培育
下，从捕鱼到养鱼再到育种，直至发表69篇学术论文、出版了
5部专著，被誉为“北方家鱼人繁孵化成功第一人”。
“是党让我有了一个稳定的家，现在国家需要鱼种，只要

对国家有好处，咱就干，拼命地干。”这是金万昆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
他可真是拼了命。场党支部书记孙杰是见识过的。
每年四、五月份是场里最忙的繁殖季，几十年了，都是

场长带头，全体职工吃住在场。用场长的话说，“这就是在
战斗！”

去年三月底一次全场安全生产大会后，他对大家说：“在
9号车间给我支张床，我就睡在那儿，我老了，跟你们跑不动
了。”“您歇着，就在后方坐镇……”
“没商量！这是命令！”金万昆态度坚决，职工们的眼睛红

红的。
北方春天的夜晚是寒冷的，加上浓重的水汽，车间里寒凉

逼人。金万昆穿着军大衣，像一个大将军，永远冲在最前面，
指挥调度着几个车间不同工种的生产流程，职工们干得热火
朝天，紧密配合、无缝对接。
“场长，您上楼睡会儿吧！”孙杰和同事们几次在繁育间隙

过来劝他。“这正打仗呢！打仗能睡觉吗？”职工们几次碰壁，
没人敢再劝。连续两个月，金万昆都睡在车间的小床上，一忙
就到深夜12时，早上4时多就起来，中间稍有一点儿动静，他
就惊醒，生怕关键时刻出了什么纰漏。

但是职工们不约而同地发现，金万昆的精神头大不如以
前了，他时常显得很疲惫，大部分时间不愿高声说话。其实，
那个时候，他已经病了，人们发现，他的消化能力似乎出了问
题，他的家人为他备上了婴儿米粉。
“要是有机会，我想再做６条鱼。”“这瓶药给8号车间，量

不能大。”“这些饲料，两个池子的鱼够了。”“给老百姓做一辈
子鱼，我做到了。”……

最后的日子，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谁也不知道他内心深
处经历了怎样的不舍。但人们知道的是，在入院之前，他把这
些年他成功繁育的100多种子代，完整地交到了场里年轻一
代的手上；他把场里的发展规划，默默地做到了2031年。“你
们接着干，多做鱼！”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我市2024年财
政预算聚焦创造高品质生活，强化基本公
共服务，进一步完善就业支持政策，促进教
育资源优质均衡发展，完善社保体系，推动
城市更新。

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安排就业资金
9.1亿元，做好未就业毕业生、失业人员和
就业困难群体人员的就业帮扶。安排教育
资金480.6亿元，促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发
展，新建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12所，增加
学位2万个，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滨海新
区、中心城区东部和北部、远郊五区辐射。
支持高校“双一流”建设，发展7个优先发
展学科。推进“创优赋能”项目建设，大力
推动职业院校办学达标。深化鲁班工坊建

设，办好第二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
会。安排卫生健康资金207.4亿元，健全重大
传染病防治体系，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均衡布
局，加快市人民医院、环湖医院、第三中心医
院等改扩建，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打造
优质高效服务医疗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安排社会保险基金

财政补助资金458.6亿元，落实市与区支出责
任，确保养老、医疗等待遇按时足额兑现。实
施全民参保计划，探索完善适应灵活就业人
员的社保政策。落实降低职工医保单位缴费
比例、提高职工医保和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的
参保人员门（急）诊最高支付限额政策，减轻
用人单位缴费负担和参保人员个人医疗费用
负担。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吴巧君

一款名叫“微血管吻合装置”的设
备应用于显微镜外科手术中常见的血
管吻合，能提高手术效率，减轻医生劳
动强度，目前已经在京津冀部分医院
落地应用。生产这款设备的是华融科
创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陈东耀表示，企业的“科研实验室”
不仅设在天津经开区生物医药产业
园，也设立在京津冀地区的一些高校
中，该装置就是企业与河北工业大学、
南开大学等高校共创共研的。
这样充分链接京津冀三地优质创

新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推动成果转移
转化，从而推动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
链提质发展、共建更具竞争力的生命
健康产业集群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
天津市与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等高水平研究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共
建血液病医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等新
型研发机构，并围绕其布局一系列国
家级创新平台和产业基金，助推创新
型中小企业发展；石家庄四药集团与
中国医学科学院联合开展肿瘤靶向治
疗新药研究；北京大兴区围绕企业需
求，引进、建设各类创新服务平台130
余个……
记者从日前在我市召开的京津冀

产业协同专题工作组会议上获悉，三
地协同共建的“六链五群”之一的京
津冀生命健康先进制造业集群已形
成涵盖生物药、化学药、中药、医疗器
械、医药服务、BT+IT（生物技术+信
息技术）产业的全产业模块和“技术
研发—临床试验—检测审批—生产
加工—销售流通”的全产业流程。整个集群在京津冀地区
集聚相关企业5300余家，2023年集群主导产业实现总产
值近3900亿元。

据出席会议的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三地工（经）
信部门联手针对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链条上的化学药、中
药、生物药、医疗器械4条子链，形成产业链图谱、卡点、堵
点和企业清单。“三地已初步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并形
成多条产业廊道。”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生物医药处负责
人介绍。
在化学原料药领域，京津冀已形成贯穿“石家庄—沧州

环渤海沿岸—天津经开区”的产业廊道，成为京津冀化学药
企业制剂原料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承载地；中药领域，具备
“上游药材种植加工、下游成药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并已初
步聚集形成“北京大兴—天津西青—河北石家庄—保定安
国”的产业廊道；生物药领域，在新型疫苗、基因与细胞治
疗、合成生物学、核酸药物等领域具备一定优势，且区域内
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协同布局初步成型；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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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在发展新质
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

努力打造绿色发展高地

打造“枢纽之区、科创之区、
生态之区、幸福之区”

本报讯（记者 王睿）3月12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公布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奖名单。
中新天津生态城南部片区绿色生态城区建设
项目（以下简称南部片区）荣获2023年中国人
居环境范例奖，成为我市唯一获评区域。
中国人居环境奖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设

立，是全国人居环境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表
彰在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创造良好人居环境
等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城市、村镇和单位。
据了解，生态城南部片区总占地面积为7.8平

方公里，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理念，已建
成国家绿色建筑、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试点
区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
生态城南部片区是绘就生态宜居画卷的

起笔之处。这里不仅100%是绿色建筑，还随
处可见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应
用场景。在这片区域，生态城全面推广绿色
建筑与可再生能源一体化建设，依托全生命
周期绿色建筑管理体系与标准体系，打造绿
色低碳的“好房子”。

生态城南部片区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今年我市财政预算聚焦就业教育社保城市更新等方面

强化基本公共服务 创造高品质生活

全国劳动模范、天津楷模金万昆。 本报资料照片

张工出席第四批重大项目现场办公现场观摩活动

凝心聚力抓项目促投资 全力以赴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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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米哲 周志强）3月14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我市第四批重大
项目现场办公、现场观摩活动。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
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
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凝心聚
力抓项目促投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乘势
而上、比学赶超、善作善成，把中央决策部署
和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市领导和市有关部门、各区政府、滨海新

区各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先后深入滨海
高新区信创产业链适配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
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津南区盛徽高端电
工钢新材料项目、经开区SEW智能装配中心
项目开展现场观摩，有关区和部门负责同志
现场点评、交流体会。其间，市领导视频连线
各区重点项目现场和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现
场，听取经济大区和市水务局重点项目开工
建设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交流会上，相
关区政府和功能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分别
汇报了去年以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等

情况；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市领导分别点评，提出工作要求。

张工在讲话中指出，开展重大项目现场
办公、现场观摩活动以来，各区各部门相互
借鉴、学学相长，集中精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思想进一步统一，扬长补短谋发展促发展
的思路更加开阔，在项目谋划建设方面不断
取得新成效。要强化真抓实干、奋勇争先的
鲜明导向，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提升抓
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更加精准有效抓招商
促投资，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底盘和后劲。
要突出“谋”字，用心谋、往深处谋，加强对资
源要素的认识力判断力，增强市场意识、机
遇意识，更好把我市综合优势转化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胜势。要突出“实”字，因地制宜、
务实求实、精准施策，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完善产业链上下游配套，提升招商引资质
效。要突出“跑”字，加强与国家部委、兄弟
省市、央企外企民企、国际友城等对接联
系，积极寻求支持合作，推动更多资源项目
在津落地。 （下转第2版）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凝聚全球合作共识
——写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周年之际

202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

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着眼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

相知相亲、凝聚国际社会合作共识……全球文明

倡议提出一年来，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

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为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中国

智慧、激发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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