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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张民警的对比照在网上被迅速转发
扩散：一张眉清目秀，一张是“烟熏妆”。

照片的主人公是厦门市公安局莲前派出所
民警赵昱。面对一场深夜突发的火情，他四进四
出火场，沉着冷静规范处置，紧急疏散了 27 名辖
区群众。他救火前后的两张照片在网络上传开
后，获得网友们留言点赞无数，一位署名为“常想
一二”的网友赋诗称赞：古有常山赵子龙，七进七
出，救主有功，不负英雄千古名；今有莲前赵小
帅，四进四出大火场，烟熏战袍，救人数十，当阳
谁敢与争锋。

赵昱成为今年以来厦门市公安局首位火线
立功的民警。5 月 2 日下午，厦门市公安局政治部
为荣获个人三等功的青年民警赵昱上门授奖。辖
区群众代表也将两面锦旗送到他手中，向这位

“娃娃脸”警官表示感谢。

好看“烟熏妆”

“看到浓烟一阵阵冒出来时，我们非常紧
张，报警后，赵警官很快就赶到了。他问了一下
情况，就安排我赶紧去拉电闸断电，自己带着一
位辅警兄弟跑上楼救人。”亲身经历这次火情的
游先生说。

时间回溯到 4月 26日深夜，刚处理完一起纠
纷警情的赵昱筋疲力尽，刚坐下两分钟，值班室
的接警电话就响了起来：金尚路一公寓起火！随
即，他与辅警卢振鑫火速赶赴现场。

着火楼层在 7 楼，楼内还有不少住户在睡
觉。情况万分紧急！赵昱来不及多想，一口气冲到
7 楼。迎面而来的浓烟，呛得他剧烈咳嗽起来，他
只得先退回 6 楼。见硬闯不是办法，他从管理员
手中接过湿毛巾，第二次冲了上去。

“有人吗？快醒醒！着火了！赶紧下楼！”楼道
内滚滚浓烟，几乎看不清前方的路，他用湿毛巾
捂住口鼻，手持手电筒，摸索前行。执法记录仪剧
烈晃动的画面，记录下当时惊险的场景。

尽管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灼热的空气和刺
鼻的烟雾，但他还是用尽全力呼喊、敲门，试图唤
醒沉睡中的住户，直到所有住户被唤醒，有序撤
离。10 分钟不到的时间里，赵昱四进四出火场，

成功疏散 27名住户。
经调查，火灾系家具引燃导致。收尾工作完

毕，灰头土脸的赵昱回到所里，头顶和警服上积了
厚厚的一层烟灰，鼻子和嘴里满是灰尘，头发被高
温烧卷，手臂被熏得通红，看起来像个小老头，与
原来的“娃娃脸”形成鲜明对比。同事看到随手拍
了照片，并忍不住打趣道，这“烟熏妆”挺好看的！

赵昱说，自己一开始看到照片的时候也忍不

住笑了，“毕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这副模样”。

“阳光暖男”

赵昱是所里最年轻的社区民警，他一直都在
思考，怎样才能把社区工作干好，把好事办到群
众心坎上。

“来到莲前派出所前，我就听说该所是一个

优秀的集体，是全国模范公安单位。初来乍到之
时，我还听大家说起当时的副所长林威在火灾现
场救出群众的故事。”赵昱说。

报到第一天，他就接到一个居民求助，其价
值 6000 多元的自行车被偷了，他发挥刑侦业务
专长，调取监控，挨家挨户走访调查，很快就追回
自行车。群众对他连连称赞，也对这个新来的社
区民警有了深刻的印象。

赵昱，有着阳光帅气的外形，自带暖男的光
环。社区里无论大爷大妈还是小朋友都能和他打
成一片，他成为社区群众心里值得信赖的“小赵”
警官。每次下社区，他都会随身携带笔记本，记录
着调解纠纷的日常工作、服务群众的点点滴滴。

从警 3 年，赵昱身兼数职，形象多变，但不变
的是一颗炙热的为民服务之心。在同事们的印象
里，这位 1998 年出生的年轻民警常把三句话挂
在嘴边：“都是我应该做的。”“年轻人辛苦一点没
什么。”“我就想为所里做点事。”

角色转变

“也有人质疑过，社区工作的家长里短、柴米
油盐，我肯定管不来。我是侦查学专业毕业的，对
于社区工作一开始也很迷茫，但我一直记得所里
墙上的一句话：管平凡小事，暖万千民心。”赵昱
明白，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无论在什么岗位，只有
心里装着群众，打心眼里为群众服务，才能真正
得到群众的认可。

直到现在，他依然清晰地记得三年前到莲前
派出所报到的第一天，所领导带着他参观派出
所，一座由群众设计的莲心雕塑静静矗立在院子
里，象征着“莲”前平安、警民“连”心、忠诚“廉”
洁。所长告诉他，要“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忧，真
正把群众放在心上”。在融入莲前所的过程中，

“特别敢创新、特别能战斗、特别讲奉献、特别暖
民心”的队伍精神也深深感染着他。

“大家悉心传帮带，手把手教我业务、传我知
识，让我成长为警务工作的多面手，逐步完成了
从警校学生到人民警察的角色转变。”赵昱说。

面对奖章和锦旗，他说，这份荣誉是肯定，更
是鞭策，将提醒自己从合格向优秀继续努力。

“娃娃脸”警官，四进四出火场
□本报记者 田圆

“烟熏妆”的赵昱 （资料图片）赵昱（中）在走访慰问辖区老人。 （资料图片）

5 月 10 日，享有“全球佛
事用品专业商贸平台”美誉
的 2024 中 国（厦 门）国 际 佛
事用品（春季）展览会在厦门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现
场，各类香产品吸引了不少
市民游客参加互动活动，体
验香文化。

在厦门思优香堂展区，
一 款“ 鹅 梨 帐 中 香 ”引 来 大
家关注。思优香堂创始人陈
庆思介绍，与市面上其他鹅
梨帐中香不同，这款鹅梨帐
中 香 在 用 料 和 制 作 方 面 很
接近古法。他们在新疆喀什
地区找到制香用的鹅梨（又
称“榅桲”），又从越南进口
沉 香 ，运 用 古 法 中 提 及 的

“ 三 蒸 三 馏 ”制 作 工 艺 将 两
者结合，才得到此款鹅梨帐
中香。

相传，鹅梨帐中香是南
唐后主李煜与妻子所制，代
表了夫妻二人的绵长情谊。

“香文化产业的发展，一定要
深挖其背后的文化故事，遵
循传统古法制作是基础。”陈
庆思说，香产业的兴旺发达
与古法技艺的运用和文化的
挖掘密不可分。

一 款 产 品 要 有 里 子 也
要有面子。在福建兴隆香业
展 区 ，一 款 适 合 年 轻 人 的

“好好”系列线香成为焦点。
这 款“ 好 好 ”系 列 线 香

的 外 包 装 上 印 有“ 好 好 上
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
等字样 ，根据不同主题 ，产
品 的 成 分 和 包 装 颜 色 也 有
所不同，用户可在不同情境
下使用不同主题的线香。

“一套香，消费者第一眼
看到的是包装盒，产品的外
包装颜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购买冲动。一款产品品质要
好，外包装设计也要有质感。”兴隆香业总经理林文溪说，
他们在外包装上下足了功夫，包装设计中融入现代时尚
审美，既抓住年轻人的消费心理，也在传统与时尚中找到
平衡点。

人间值得文创展位是本届佛事展最热闹的展位之
一。武当山五行御守、Q 版敦煌造像周边、各种颜色的手
串……让前来观展的市民目不暇接。

“近年来，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国潮作为传统文化
的时尚表达，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潮，尤其在青年群体中
引起强烈关注，显示出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时尚魅
力。”人间值得文创展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希望通过我
们的文创产品让大家更多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爱上中国
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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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现场体验制香。

“我热爱攀树，希望这门职业能被更多
人知晓。”俞燕玲语气坚定。

眼前的她，一头齐整黑发，一身运动
服，清爽舒适。谈话间，阳光般的笑容，爽朗
的笑声，透着十足的精气神。

5月 9日，俞燕玲工作室。
见面时，她正在核对近日的工作安排。

在工作室书柜上，堆放着密密麻麻的书籍，
绝大部分都与树木有关。

2015 年，她加入厦大攀树协会，短短两
年便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获得 ISA（国际树
木学会）国际认证的女攀树师，并成为亚太
攀树锦标赛中唯一获奖的大陆女将，她无
疑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

前进路上，梦想不止。如今，俞燕玲组
建了攀树团队，他们被聘请为厦门树木的
专属“发型师”，为美化城市作贡献。

俞燕玲说：“我希望越来越多爱好攀树
和热爱树木的人能参与进来，助力攀树运
动发展。”

故事1：挑战，挑战，再挑战

香港攀树锦标赛女子双绳脚锁冠军、
台湾攀树公开赛女子大满贯（包揽所有项
目冠军）、中国攀树锦标赛暨厦门国际邀请
赛大师赛女子组冠军……俞燕玲工作室的
一角，大大小小的奖杯、奖状垒了三层。

就像树木向阳生长一般，俞燕玲在攀
树领域不断寻求新的挑战和突破。

在马来西亚落幕的 2024亚太攀树锦标
赛是攀树界的一项顶级赛事，此次包含了
投掷豆袋、速度攀爬、工作攀爬、空中拯救、
上攀等五个项目。

投掷豆袋的高度、准度以及打结，是攀
树最重要的一步。从比赛现场的视频中，记
者看到俞燕玲手握绳子，双手顺势前后摆
起来，找准角度后向上抛出豆袋，同时身体
也往上跃，豆袋就稳稳地挂在树枝上。

“投掷豆袋项目比的是手感和稳定性，
有的人平时投得很好，比赛时一紧张，就抛
不到了。”她说，在厦大攀树协会的两年，她
积累了扎实的投掷豆袋经验，心理素质也
比较稳定。

据介绍，该项目比赛分为 A、B 两个区

域，每个区域都有 3 分、5 分、7 分、9 分四个
分值，但是每个区域仅可选择一个得分点，
在同样分数的情况下，时间快者取胜。

俞燕玲先选择在 A 区快速拿到保底 3
分，再到B区夺取 7分。此外，投掷完成后架
设支点又有额外积分。在规定时间内她取
得 19 分，以 1 分之差屈居第二名，这是她在
该项目有史以来取得的个人最好成绩。

成绩亮眼的背后是刻苦的训练。每周
四是他们团队固定的训练日，比赛项目就
是他们训练的科目。她还设计空中拯救情
境，提高身体力量和协调性，增强团队合作
和沟通能力。

日复一日的坚持，她并不言苦。“攀树
运动在欧美行之有年，形成了一种职业。欧
美攀树师是高强度连贯训练，我曾经去英
国学习了一周，每天有 10个小时在树上，沾
床就能睡。”

故事2：阴差阳错的职业

聊起攀树，俞燕玲就像聊起一个老朋
友，“每当我爬到最高处，就感觉与世间纷
扰隔绝，心里很平静”。

2012年，厦门大学开设了一门新课——
攀树运动课，但刚上大一的俞燕玲两耳不
闻窗外事。

直到大三，她在校园里偶遇正在指导
学生攀树的郑达雄老师，站在树下仰望那
些全副武装、努力向上的身影，她觉得自己
体内野孩子的基因被激活了。

从那一天起，攀树课多了一个跑前跑
后打下手的“小助教”，同学们上课前，俞燕
玲要先投掷好豆袋；同学们攀树时，俞燕玲
在树下辅助设计路线。

课越蹭越多，俞燕玲深深爱上了这项
运动。

“我第一次攀树就看到海了，愉悦的感
觉充盈着我的胸腔。”她抚摸着树干，放空
心灵，把自己也变成一棵树，相互诉说着无
尽的故事……

原本的热爱在台风“莫兰蒂”来时出现
了拐点。

2016 年 9 月，“莫兰蒂”肆虐鹭岛，城市
树木不同程度受损，俞燕玲坐不住了，记挂

着那些生长了数百年的老树：它们还好吗？
受伤严重吗？她一个人登上鼓浪屿，迎面正
遇到在古树下一筹莫展的园林工人。

原来，树顶受损，高空作业车数量有
限，修理工作陷入停滞。她主动上前搭话：

“我是厦门大学攀树队的，我们可以做这个
工作。”

园林工人将信将疑，列出修理清单给
她。她约请了队友，一群年轻人戴上安全头
盔、穿上链裤、系上安全绳、带上电锯，三下
五除二就爬上树木，将一些折枝、枯枝剪
断，运到边上堆积起来。

这群年轻人在岛上连续奋战了一个多
月，每天早上 9点上树，下午四五点才下树，
吃饭喝水都在树上解决。一时间，“厦大有
支攀树先锋队”传为美谈。

历经此事，俞燕玲的攀树技术突飞猛
进，也明晰了职业规划——把攀树当作一
项事业来做！

故事3：在树上感受远方

“目前，我国修剪树木多采用传统人工
作业方式，我曾经看过园林工人光脚上树，
甚至使用高频电锯时还叼着烟。”俞燕玲
说，“我要让更多人知道攀树不仅是一项运
动，也是一门正儿八经的职业。”

2016 年，俞燕玲加入一家刚刚成立的
专业攀树公司，次年考取专业执照，正式成
为一名攀树师。

修剪枯枝是一项需要团结协作的工
作。到达场地之后，团队成员会先对树木进
行安全检查，根据情况作出是小修剪还是
大修剪的决定，然后做好分工。攀树师要弄
清楚在树上安装攀爬支点的位置、工作的
顺序及范围，在地面配合的成员要处理用
绳子绑好缓慢垂下来的树枝，并在适当的
时候提醒攀树师的视线盲区。

除了专业化，攀树师也要对树木的生
长养护了如指掌。非园林专业毕业的俞燕
玲，采用看书做笔记这一方式丰富自己的
知识结构。“理论支撑实践。”她拿出读书笔
记说，“每次攀树修剪作业后，我都会把当
天的心得记录下来，常看常新。”

随着树木修剪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一些公园、植物园等会聘请攀树团队修剪
树木，俞燕玲就被聘为厦门市园林植物园
的树木专属“发型师”。“发量多的树木枝叶
过于茂密，阳光穿不透，不利于生长，头发
需要削薄；发质分叉的树木枝丫多，树枝相
互挤压，需要分层修剪。”

家人对俞燕玲这份工作的态度是支
持或者无声的不支持。他们通常不会口头
直接劝阻，但会时不时婉言暗示找一份安
稳的工作。她往往会笑着汇报自己最近做
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绩，同时将安全默
记于心。

一棵巨树就是一个生物系统，她常年
和植物园合作，采摘大叶南洋杉的果实，助
力科学研究。

“听科研老师说，以前他们通过摇晃树
干搜集果实，现在我们在果实快要成熟前
就可以攀树采摘，搜集更多的科研样本。通
过攀树，还能定期给种子量身高，记录种子
成为果实的过程。”俞燕玲自豪地说。

这样的成就感完全可以抵御野蜂蛰
咬、烈日杲杲。她经常以体验课程、夏令营
等形式，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这项
运动。

天晴时，在树上眺望远方；起雾天，则
感受迷雾森林。清晨赏日出，夜晚观星辰。
俞燕玲说，每次攀树都有不同感受，晴天心
旷神怡，阴天细雨也别有风情，像人生各种
际遇。

延伸阅读>>>

攀树不是爬树。爬树是用两腿盘树，双
手交替攀缘上升，遇到比较粗而双腿无法环
抱的树干，上升便有些无能为力了。而攀树
与攀岩类似，需要穿戴专业装备，它以一套
绳索与吊带为主、其他攀登器材为辅，在操
作时全套系统可同时保护人与树的安全。

攀树运动源于 20世纪 80年代的美国，
因修剪林木所需，林业工人常常需要攀爬到
树顶作业。但徒手攀爬难度很大，有时还要
单手持锯操作，危险更是加倍。出于实用的
考虑，渐渐出现了各种帮助人们在树林中上
升、下移、旋转、飞跃的专业装备，攀树慢慢
发展成为规则完整的户外体育竞技运动。

厦门女攀树师俞燕玲在亚太攀树锦标赛中获奖厦门女攀树师俞燕玲在亚太攀树锦标赛中获奖，，系大陆唯一选手系大陆唯一选手

我和大树做朋友我和大树做朋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邓婕邓婕

俞燕玲在修剪枯枝俞燕玲在修剪枯枝。。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俞 燕 玲俞 燕 玲
展 示 从 树 上展 示 从 树 上
摘下的果实摘下的果实。。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