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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杭州 10月 3日电
记者从中国奥委会了解到，在4日
晚杭州亚运会田径项目比赛结束
后，中国奥委会将在现场举行递
补奥运奖牌颁奖仪式。

届时，将为递补获得东京奥

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铜牌的
苏炳添、谢震业、吴智强和汤星
强和递补获得2012年伦敦奥运
会女子20公里竞走金、银、铜牌
的切阳什姐、刘虹、吕秀芝颁发
奖牌。

苏炳添等中国选手即将
“签收”迟来的奥运奖牌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3日，中秋国庆假期第五天，多
地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
路、电力、民航等部门优化出行
服务、强化安全检查，努力为旅
客守护美好旅途。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10月2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647万
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
序。10月3日，全国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1635万人次，计划开
行旅客列车11190列，其中加
开列车889列。（下转第4版）

通讯员傅芳芳报道 9月
23日下午，杭州亚运会开幕
的当天，温州市少年艺术学
校校长李绍可来到邮局，将
买到的30多套《杭州第19届
亚洲运动会》纪念邮票，共计
70多枚，都贴在早早准备好
的信件上邮寄出去。“这是各
地邮友们交付给我的任务，
里面还包括了一封寄给自己
的。”李绍可提到，等收到首
日封，就代表他集齐了这19
届亚运会邮票。

最多一届发行24枚

“这是我做的关于亚运
的集邮册，一共有200多枚邮
票。”李绍可为这本集邮册起
了一个主题叫《邮票上的亚
运会》，收录了1951年以来的
18届亚运会的邮票，同时还
包括一套1934年远东运动会
（亚运会前身）的邮票。

“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
动会在菲律宾举行，发行了一
套邮票共计3枚。”李绍可指
着这套邮票介绍，最初他只找
到2枚，后来在上海邮票交易
市场淘到了一整套邮票。

“亚运会邮票的趣事可
不少。”李绍可介绍，第1届亚
运会是1951年3月4日在印
度举行，但印度并不是世界
上最早发行亚运会邮票的国
家。最早发行亚运会邮票的
是印度尼西亚。1951年1月

2日，印度尼西亚发行了一套
5枚的第1届亚运会邮票，成
了世界上第 1 套亚运会邮
票。而后，3月 4日，“东道
主”印度才发行了一套2枚亚
运会邮票。另外，他介绍，印
度尼西亚不仅喜欢抢发，还
喜欢多发。1962年，印度尼
西亚发行了5组共24枚第4
届亚运会邮票，这是亚运会
发行邮票最多的一届，该纪
录至今未破。

当然，亚运会邮票的故
事还有不少“第一次”。比
如，第3届亚运会，日本发行
了一套4枚邮票，这是亚运会
第一次采用四色印刷。第9
届亚运会，印度发行了 7组
12枚邮票。其中第一组邮票
上第一次出现亚运会的吉祥
物：亚洲象；第四、五组邮票
采用了名画题材，这是亚运
会邮票中首次出现名画题材
的邮票等。

集齐每一届首日封

李绍可的集邮册，不仅
收集邮票，更重要的还有首
日封。比如，1951年第1届
亚运会的邮票共2枚，下面紧
跟着就是当时的首日封，信
封上贴了4枚邮票，上面注明
着地址，这是一封孟买寄往
美国纽约的信件。

“邮票不难找，难找的是
首日封。”李绍可坦言，邮票

通过函购、市场淘、向邮友求
助等方法，多少有渠道能集
到，但是盖有首日戳的首日
封就比较难了。就比如第1
届亚运会的首日封，他就是
通过拍卖的方式拿到的，花
了500元左右。而随着网络
的发达，对于集邮人士来说，
也变得方便多了，淘货的方
式多样化，这十几年李绍可
寻齐了每一届亚运会的首日
封。

他除了各处寻找首日封
之外，也有邮友专门给他寄
过来的。就好比 1990 年第
11届亚运会，他就收到了北
京邮友寄过来的首日封，不
仅如此，1990年亚运会帆船
帆板比赛在秦皇岛举行，还
有当地的邮友给他寄了秦皇
岛的首日封。

32年一直关注亚运

从第1届到第19届，集
齐这么多枚邮票花了多久？

“满打满算32年了。”李绍可
回答，他在1991年开始以亚
运为主题进行邮票收集。这
个要从他喜欢上集邮说起。

时间回溯到1979年，那
年李绍可上小学三年级。他
的父亲让他们姐弟三人一同
写封信给在台州黄岩的叔
叔。很快家里收到了回信，
当时他的目光就被信封上的
邮票吸引。“我现在还有印

象，那枚邮票是一张金黄色
的稻田图样，很好看。”李绍
可说，那枚邮票如今还保存
在集邮册里。

而后，李绍可就开始了
他的集邮人生。少年时，他
是班里跑信箱最勤快的那个
人，老师同学们也知道他这
个喜好，会主动将邮票送与
他。初中毕业时，同窗好友
送了他一本集邮册。

李绍可回忆，他对集邮
的痴迷一度令自己断粮。
1984年，邮局当时出了几套
纪念邮票，他将大半个月的
伙食费搭进去买下来，找同
学接济了良久。

1991年，“当时北京亚运
会刚刚结束，我就萌发了做
亚运主题邮集的想法。”李绍
可说，这一做就是32年。

除了亚运主题邮票，他
还收集奥运主题邮票,他珍
藏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温州
火炬手的签名册。当时温州
晚报有报道火炬手的个人信
息，李绍可将信息跟签名放
在一起，做了一个册子。

“集邮可以丰富知识，传
承文化，培养良好的习惯。”
李绍可表示，未来，他还会将

“集邮+体育”的观念深入到
学校工作中，让学生更加全
面地发展。

记者曾晨路报道 近三年
来，职业技能等级内部认证达
标率达75.6%，用技术说话成
为全体职工的追求；打通A、Y
字型人才晋升通道，技术“大
咖”与管理层拿同样薪酬……
在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劳动创造价值、奋斗
才有未来”已成为职工的共
识。这离不开工会主席钟樟
军的努力与付出。

“一线产业工人，他们最
希望的是有稳步提升的薪资
待遇，以及精神层面上的认同
感和获得感。”2018年，钟樟
军加入“新安股份”，2020年8
月当选为“新安股份”工会主
席，一线职工的所想所盼是他
关注的重点。集团有职工
6300余人，其中4600余名为
一线工人，占比达73%，他们
总体学历偏低、职业认同感不
强。这让钟樟军意识到，除了
用待遇留人外，更应该用事业
留人，用情感留人。为此，合
理培养职工一专多能、多岗的
操作技术，营造比学创优的学
习氛围，维持职工积极乐观的
工作心态和踊跃向上的精神
风貌成为工会工作的重点。

有思路更要见行动。在
钟樟军的推动下，一系列改革
举措紧锣密鼓地开展：在顶层
设计上，协同人力资源部制订
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激励计
划，推动工匠精神纳入企业管
理体系，坚持精准激励，引导
职工立足岗位追求卓越，并打
通A、Y字型人才晋升通道，
让技术“大咖”享受与管理层
同等薪酬；在推动学习上，依
托企业大学“新安学院”，完善
针对基层专业、技术、业务、工
匠四类群体的“宝蓝、天蓝、海
蓝”培训项目，建设享学云在
线学习平台，建立个性化的技

能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起“一
基地、四平台、十工种”的技能
人才培养体系，近三年来累计
投入2400余万元职工教育经
费，开展培训超5900期、23万
余人次；在技能培养上，持续
规范完善集团职业技能内部
认证等级管理，组织开展涵盖
化工总控工、化学检验员、电
工、钳工等10个工种的职业
技能等级内部认证，近三年来
完成认证考核共计4000余人
次 ，内 部 认 证 达 标 率 达
75.6%；在搭建平台上，每两年
举办一次职业技能竞赛，让技
术工人有展示技艺的机会，以
全国技术能手、浙江工匠陈寅
屏为代表的一大批基层高技
能人才通过这一平台脱颖而
出。

如今，职工的技能和待遇
水平得到较大提升，干事创业
的精气神更足了。但在钟樟
军看来，这还远远不够，特别
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
工会要在更好激发全体职工
的智慧和力量，在企业全面推
进内涵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
用上做文章，更要做好服务职
工“大文章”。“一方面工会要
维护好职工的各项合法权益，
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让
他们感受到在企业有地位、受
尊重，是企业的主人。另一方
面要发挥职工的主力军作用，
坚定转危为机的信念，激励他
们创造新业绩，实现新突破，
与企业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钟樟军表示。

“当选为中国工会十八大
代表，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钟樟军说，即将召开的中国工
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
中国工会和亿万职工群众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一
名企业工会主席，他会履好职
尽好责，并及时把大会精神传
达给职工，带领大家学思想、
强实践、立新功，既让职工有
更多出彩的机会，又助力企业
在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节点打
赢必赢之战。

记者金钧胤报道 10月2
日晚，随着中国选手王楚钦
以4∶3战胜队友樊振东，获得
杭州亚运会乒乓球男单金
牌，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

完美收官，运动健儿们结束
了自己的亚运征程，开始为
巴黎奥运会备战。而结束亚
运征程的不仅有运动员，还
有该项目的裁判们，他们也

将背起行囊，暂别赛场，回归
日常的工作生活。周翎就是
其中一位。

“我来的时候只带了自己
平时更换的衣物，回去的时候
带了大包小包一大堆，很多都
是本次亚运会的纪念品。”昨
日，周翎告别了技术官员村返
程回家。在这里，周翎见证了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奋勇拼搏，
在“家门口”夺得6金2银1铜
的佳绩。而在亚运场馆之外，
周翎还有个更让人熟知的身
份——省中医院营养科营养
师。

周翎并不是叱咤赛场的
体坛名将，甚至她都不是一
名专业运动员。“我就是一名
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大家口
中的周医师。”一名医务工作
者如何成为国际赛事的裁
判？周翎给出的回答是“热
爱”。

“我从小就喜欢乒乓球，
那时候我的偶像是曹燕华。”
周翎回忆，小学的时候学校
里只有一张乒乓球桌，每次
下课她都要跑着赶到乒乓球
桌旁占位置。“每当我拿起球
拍的时候，就开始幻想自己
是曹燕华，站在万众瞩目的
赛场之上。”当时的周翎不会

想到，她的童年梦想会有朝
一日成为现实，只是站的位
置不是球桌旁，而是高台裁
判位上。

从乒乓球业余爱好者到
执裁国际赛事，周翎这一路
并不容易。乒乓球裁判是根
据技术等级逐级晋升的：从
三级、二级到一级，再到国家
级，最后成为国际级。在这
条路上，周翎一走就是 31
年。“最开始对乒乓球赛事规
则感兴趣是我在参加一场比
赛时，因‘台面移动’而被判
犯规。”周翎告诉记者，那时
候她的球龄已经不短，但“台
面移动”还是她第一次听到。

基于对乒乓球这一运动
的热爱，周翎开始详细了解
乒乓球赛事规则。从那一刻
开始直到现在，周翎把自己
的休息时间几乎都贡献给了
乒乓球，一心研究学习赛事
规则和英语裁判术语。在参
加工作后的第一年，她就获
得了杭州市体育局颁发的乒
乓球二级裁判证书。“其实，
成为一名乒乓球裁判并不简
单，牢牢掌握赛事规则是远
远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掌握
规则只是一个最基础的门
槛。”周翎介绍，成为一名合

格的裁判还需要有非常镇定
的临场裁判能力，完备的竞
赛编排能力，以及多年重大
赛事的执裁经历。

这一路上，周翎不仅满
足了自己对乒乓球的热爱，
也实现了自己的一些“小梦
想”。“从孔令辉、马琳到现在
的王楚钦、孙颖莎，我亲眼见
证了中国的乒乓神话。”今年
7月，周翎还成为了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乒乓球赛事的裁
判，中国年轻乒乓球小将们
的身影让她印象深刻。“我相
信，中国的乒乓神话必将延
续下去。”

在本次杭州亚运会中，
周翎执裁了乒乓球项目团体
赛6场、单项赛8场。“我们运
动员的表现太优秀了，由于
裁判的回避规则，我到了赛
事后半程都没机会上场执裁
了。”周翎说。

亚运会还在继续中，周
翎的亚运之旅也并未结束。
在短暂的休整之后，她还将
在杭州亚残运会中担任乒乓
球竞赛信息主管。“我在杭州
工作、生活，能够在这场‘家
门口’的盛会中‘出镜’，是我
一生的荣耀。我爱乒乓！我
爱杭州！”

精彩亚运

一名普通医务工作者
执裁 14 场亚运比赛
周翎：很自豪在家乡见证国际顶级赛事

周翎在亚运赛场执裁。 受访者供图

最早发行亚运会邮票的是印度尼西亚，亚运史上发行邮票最多有24枚……

亚运故事：
32 年集齐 19 届亚运邮票

钟樟军：

做好服务职工
“大文章”

钟樟军（左）代表工会慰问职工。

铁路等部门
守护中秋国庆假期

美好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