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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南路与柳江路交叉口附近，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

五一路与柳江路交叉口附近，蓝湖南区4号
楼外立面破损严重。

辽河路与市场北路交叉口附近建行家属院，
有人毁绿种菜。

湘江西路与团结路交叉口向西约 100 米路
南，线缆落地。

个人名片

张会勇，男，汉族，中共党员，1976年生，召陵区翟
庄街道洼张村人，河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高层次人才，长期从
事植物分子遗传学和功能基因组学领域的研究，具有系统
扎实的分子生物学专业理论和研究技术基础。

张会勇（中）指导学生做实验。 受访者供图

张会勇：用己所学 报效国家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6月

13日早上7点30分，在市区嵩山
路与辽河路交叉口东南角，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
嵩山路中队多名民警和辅警严查
骑电动车不戴头盔行为。看到骑
电动车没有戴头盔的市民，民警
和辅警或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
或罚他们站安全岗，或扣留电动
车，让他们回家取来头盔并佩戴
后才放行。

记者注意到，虽然近期交警
通过多种方式宣传，提醒骑电动
车的市民戴头盔，但仍有一些市
民骑电动车不戴头盔。

“民警考虑到早上上班要打
卡，只让我在这儿站了5分钟安
全岗。今后我骑电动车一定戴头
盔。”手拿小红旗的市民小张说。

杨女士因为第三次被查到没
有戴头盔骑电动车，车被民警暂
扣。杨女士回家取来头盔后，民
警再次对她进行批评教育才放行。

记者了解到，近期我市交警
部门抽调警力、增设卡点，成立

12支流动执法小分队，设置14个
执法学习教育点，重点整治电动
车无号牌、闯红灯、逆行、走机
动车道、骑乘人员不戴头盔，机
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等交通违法行
为，净化道路交通环境。

针对常见的骑电动车不戴头
盔现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将违法行为录入处理系统，在全
市统一执法标准：第一次违法，
抄写交通法规；第二次违法，参
加文明交通值勤；第三次违法，
按照交通法规接受处罚。对第三
次未佩戴头盔骑电动车的交通违
法人员，除要求其站安全岗外，
暂扣其车辆，待其回家取来头盔
并佩戴后再予以放行。

“检查中我们发现，许多没有
戴头盔骑电动车的市民都会说出
门着急忘了戴。其实这是安全意
识不到位的表现。如果安全意识
到位了，坐到电动车上就会想到
戴头盔。我们严查是为了交通安
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
管理大队嵩山路中队辅警张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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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焦 靖
“6月8日下午5点，随着考

点的铃声响起，2022年普通高考
结束了。我们飞奔出考场，如释
重负。为了让我们平安离校，全
体高三班主任、保安、高二学生
志愿者、交警叔叔，还有送鲜花
的妈妈，你们辛苦了。”6月8日
高考一结束，漯河五高三年级11
班学生安旭就写下了这篇日记。
从高考倒计时50天开始，安旭就
坚持每天写高考日记。6 月 12
日，记者采访了安旭和他的班主
任李爱丽。

“4月18日，料峭春寒已过，
万物复苏。离高考还有50天，我
心中却生疲惫之感。正为自己有
这种感觉自责之际，学校举行了

‘破釜沉舟 冲刺在即’高考50天
冲刺线上誓师大会。不得不说这
次誓师大会如同一场‘及时雨’。
听着学校的祝福、妈妈线上的叮
咛，我如同久旱逢甘霖的禾苗，
精神一下子提振了起来。”“5月7
日，离高考还有31天。在今天庄
严的升旗仪式中，我觉得我的青

春、我的梦想，心中的责任和担
当，在仪式中热烈绽放。高考，
是梦想的起点、青春的盛宴、韶
华的见证。全力以赴、坚持到
底，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奇
迹！”安旭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安旭对记者说，写日记既是
他释放压力的一个途径，又给将
来的自己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李爱丽告诉记者，安旭是个
勤奋、上进、勇于为梦想拼搏的
学生。“安旭的高考日记不仅表达
了自己的心声，还是很多高三学
子内心的真实写照。”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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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学子连写50天高考日记

探访搜救犬站训练基地张会周：
骑行30多公里献血

■本报记者 齐国霞
6月13日上午8点30分，52岁的农

民张会周骑着电动车，从30多公里之外
的临颍县台陈镇临涯张村赶到郾城区黄
河广场北侧的爱心献血屋。采血人员对
他进行血液检测。确认符合正常采血条
件后，他来到二楼的采血台前。

张会周告诉记者，他是接到献血屋
的电话后来献血的。他捐献的是血小
板。这些天我市血库用血紧张，血站工
作人员就给经常献血的爱心人士打电
话，希望他们救急。接到电话后，正在
工作的张会周请假过来献血。

记者了解到，张会周是4年前开始义
务献血的。他说：“刚开始我捐献全血，
后来得知临床用血小板紧张，就开始捐
献血小板。捐献血小板比捐献全血身体
要恢复得快，半个月后就可以开始新一
轮的捐献了。”

市中心血站黄河广场爱心献血屋负
责人宁文珂说：“我们非常敬佩张先生。
他每次都骑着电动车，跑几十公里的路
来奉献爱心。我市两个县的献血屋不具
备接受捐献血小板的条件。两个县的爱
心人士捐献血小板要来市区的献血屋，
来回跑路很辛苦。”

■见习记者 焦 靖
6月 13日，记者在市消防救援支

队搜救犬站见到了一群可爱的搜救
犬。它们无言但并不沉默。一旦发生
危险和意外，它们会通过不停地嗅
识、感知、挖掘，带领消防救援人员

发现生命、拯救生命。
24 岁的训导员郭政和他的“战

友”球球相处了一年，在箱体搜救、
广域搜索、单犬服从、攀登障碍等训
练中已经很默契。

记者注意到，很多搜救犬穿着特

制的鞋子。郭政告诉记者，这是因为
训练时要模拟灾后作业现场，地面上
会有很多尖锐物。“在训练的时候要让
搜救犬熟悉可能发生的情况。犬类大
多怕火、怕响。平时训练要帮助它们
克服这些恐惧。”郭政介绍，搜救犬的
训导理念整体上以因势利导、循序渐
进为主。对搜救犬给予口头奖励或者
物品奖励，鼓励它们通过气味识别、
吠叫反应等方式完成任务。

市消防救援支队搜救犬站站长高
智文介绍，该站主要承担豫南片区的
急难险重搜救任务。2015 年建立至
今，该站共有7名训导员，11只执勤
犬、训练犬，先后参与数十次重大应
急救援任务。

高智文介绍，为了让搜救犬快
速、准确找到被困人员，在地表温度
40℃的环境下，训导员会在1万平方
米的土地上抹除痕迹，锻炼搜救犬的
嗅觉和灵敏度，提高搜救犬的实战能
力。

“培养一只合格搜救犬的时间一般
为两年。其间，搜救犬要经历成千上
万次训练。”高智文说，培养一只合格
的搜救犬，需要耐心和毅力。每一名
训导员对待搜救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
子，不厌其烦地教会其本领。

训导员正在对搜救犬进行训练。 张静远 供图

6月12日，市沙澧河建管委组织40余名志愿者在沙澧河风景区开
展文明旅游宣传。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骑电动车不戴头盔，严查

■本报记者 张玲玲
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往往与年

少时的志向有关。河南农业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会勇要当一名科学
家的想法，是在上小学时产生的。“小
学课本上有一篇课文讲的是生物学家
童第周的故事。我对童第周老先生所
从事的发育生物学研究特别感兴趣。
后来，老师问大家长大想干什么时，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要成为一名博士
生。”张会勇说，这样看来，自己现在
也算是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近日，
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张会勇，听他讲
述追梦、圆梦的奋斗历程。

梦想成真 报效国家

小学、初中、高中，张会勇每一
步都走得坚定而踏实。1994年，张会
勇考入河南师范大学学习生物学。“其
实，按照我的成绩，学校和专业都不
理想。”张会勇说，既然选择了，就要
坚持下去。大学四年，他始终心怀梦
想，埋头苦读。为了更好地学习生物
学，1998年，张会勇顺利考上了厦门
大学，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学习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取得硕士
学位已相当不易，但张会勇并不满
足。“当时研究生毕业比较好找工作，
但经过三年的学习，我对生物学尤其
是基因分子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希望能更深入地学习、研究，同
时实现自己儿时的博士梦。”张会勇
说。

2001年，张会勇考取了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博士研
究生，攻读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是童第周老先生组建的。这种梦
想成真的感觉很好，让我更加珍惜学
习机会，专心做研究。”张会勇说。
2003年，张会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4年，张会勇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
辩，获得博士学位。

对科研的极大兴趣，促使张会勇
继续行走在科研道路上，探索科学的
无穷奥秘。2004年12月至2009年12
月，张会勇分别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
所和美国耶鲁大学邓兴旺教授（美国
科学院院士）实验室开展博士后研究
工作。2010年至2014年5月，张会勇
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生物学系任副研
究员。其间，张会勇在科研实践中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当时国内的条件、
研究水平和国外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在美国无论是高校还是企业，我都能
很轻松地找到职位。”张会勇说，“我
是一名党员，利用自己所学报效国
家，以实际行动投入到为国奉献的事
业中，义不容辞。”

潜心钻研 硕果累累

2014 年 6 月，张会勇回国后，
长期从事植物分子遗传学和功能基
因组学领域的研究，具有系统扎实
的分子生物学专业理论和研究技术
基础。

目前，张会勇拥有自己的实验
室，带领团队针对黄淮海玉米主产区
真菌病害，开展玉米真菌病害抗病遗
传调控方向应用基础研究，主要包括
抗病QTL位点克隆、基因功能分析和
表观遗传调控，依此挖掘潜在的玉米
抗真菌病害的关键基因，从基因表达
调控的不同层次解析玉米真菌病害抗
性的遗传调控机制，为玉米抗病种质
资源创新提供理论技术支撑和优异基
因资源。同时，他还带领团队开展植
物光形态发育的基因调控网络和重要
调控基因生物学功能的研究。“我要为
国家培养科研人才，为国家科技进步
做贡献。”张会勇说。

经过多年的积累，张会勇取得了

丰硕的学术成果：在国际著名杂志发
表论文30篇，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
认可，论文被引用超过2000余次；主
持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参与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交
流项目子课题1项，主持省部级及其他
项目5项。这让张会勇心里充满了自豪
感，更对科研未来充满了信心。

凭着出色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张
会勇2017年当选河南省遗传学会第七
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担任
河南省科技协会项目评审专家；2018
年，被评为河南省特聘教授；2019
年，被评为河南省高层次人才；2020
年，开始担任河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副院长，被评为河南省高校科技
创新人才、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
头人。

心系家乡 情牵故里

当初回国时，华南农业大学、东
南大学等国内名校纷纷向张会勇发出
邀请。不过，张会勇最终选择了河南
农业大学。“原因很简单，河南是农业
大省，而且我老家在漯河，在河南工

作回家方便。”张会勇说。
如今，张会勇的父母、姐姐都在

漯河。张会勇经常回到漯河与家人团
聚。“作为漯河人，我非常自豪。这些
年，漯河的市容市貌、市民的文明素
质都有很大提升。漯河越来越宜居。”
张会勇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漯河人，张会勇
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情感。“老家有需
要，我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忙。”张会勇
说，他的一个发小流转几百亩土地种
植经济作物。在园区规划、品种选
择、技术指导等方面，他都倾力相
助。每年高考季和考研填报志愿时，
张会勇都会不停地接到漯河乡亲的求
助电话。“我会根据自己的求学经历和
学生的特点、报考的学校、毕业后的
就业前景、是否利于进一步深造等，
向他们提出建议。”张会勇说。

在农业方面，河南农业大学和漯
河实施了很多合作项目，其中不乏实
践基地项目。“我们在进一步探索如何
更好地将学术成果应用到实践中。未
来，我希望自己的科研团队能在人才
培养、经济作物种植等方面，为漯河
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张会勇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