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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6日上午，在平顶山博物
馆应国印象展厅，方靖媛应邀为游
客讲述馆藏珍品白玉线雕鹰。她
面带微笑，娓娓而谈，从容淡定，举
手投足间尽显一名优秀讲解员的
深厚功底。

自2012年入职平顶山博物馆
成为一名讲解员，方靖媛倾情投入
自己喜爱的讲解事业，获得了河南
省第八届讲解员讲解大赛一等奖
第一名等多项殊荣。今年三八节
前夕，她被市妇联授予平顶山市三
八红旗手称号。

钟爱讲解
讲好文物好故事

今年 33 岁的方靖媛气质端
庄，对于如何成为博物馆讲解员，
她坦言入职前对文物了解甚少，但
入职后越来越喜爱这一职业，渐渐
地“把工作当成了爱好和兴趣”。

方靖媛2010年从平顶山学院
师范教育学院毕业，先后在郑州、
市区当过小学语文老师。因为有
亲戚是播音员，受其影响，她大学
期间兼学了播音主持，曾在某电视
台当过外景记者。

2012年，平顶山博物馆公开招
聘讲解员，喜爱尝试和挑战的方靖
媛在家人支持下报名应试，以第九
名的综合成绩被“卡线”录用。

“讲课面对的是学生，讲解员
面对的是大众。”方靖媛说，一开始
她当讲解员时觉得自己有讲解方
面的优势，但真正开始讲解文物
时，才发现要学的东西太多。由于
相关的文博专业知识极少，面对游
客提出的问题，常常不能做出准确
的解释。

“很多专业名词不理解，只能
靠死记硬背，讲起来生硬，每次带
团都特别紧张，不像现在，能在理
解的基础上自由发挥，用自己的话
去讲述。”方靖媛笑道。

为此，她经常翻阅相关资料，
向有经验的同事求教，系统地学习
我市地域历史文化和文物方面的
知识，将其应用到日常讲解工作
中，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鹰城，感
受这片土地的深厚文化底蕴。

经过努力，方靖媛渐渐适应了

新的角色。2013年，她获得市第一
届文博系统讲解员讲解大赛汉语
组二等奖，2014年获得市第三届导
游（讲解员）大赛“十佳选手”称号，
同年荣获省导游大赛优秀奖。

多项荣誉的获得，让她坚定了
成为一名优秀讲解员、全力讲好鹰
城文物好故事的信心。

心怀梦想
做专家型讲解员

在方靖媛看来，讲解员不仅是
一种职业，更是一个城市形象的传
播者。为了能更好地宣传鹰城，提
高鹰城的知名度，她刻苦钻研，不
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
平。

2020年12月5日，河南省第八
届讲解员讲解大赛在我市圆满落
幕。四年一届的大赛，在讲解员圈
里有着“世界杯”之称，它不仅是展
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论坛、学习
提高的课堂，是对全省讲解员服务
水平和精神面貌的一次大检阅。

这次赛事中，进入决赛的 60
名选手从讲解内容、语言表达、仪
态气质等 7个方面进行了激烈角
逐。最终，方靖媛凭借以《晕开千
年惊世美——花釉三足洗》为题的
精彩讲解获得96.84分，高居一等
奖第一名。

“我们博物馆有特别好的氛
围，就是大家都把工作当作兴趣，
而不仅仅是工作，让更多人来了解
馆藏文物，如何讲好文物故事，都
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的。”她感慨
道，在馆里众多优秀讲解员中，她
其实并不是很显眼、很优秀的一个
人，在专业方面也有不小的差距，

“是大家不断帮助，我才会进步，才
取得了一些成绩。”

厚积才能薄发。平顶山博物
馆馆长尚彬说，讲解员是连接文物
和观众的纽带，是打开博物馆这把
锁的钥匙。只有拥有深厚的文学
功底，不断积累相关知识，才能思
维敏捷、灵活多变地制定不同的讲
解方式，使观众轻松地享受参观的
乐趣。方靖媛刻苦努力，善于学
习，是馆里众多优秀讲解员的一个
优秀代表。

方靖媛：

倾情文物写梦想
□本报记者 王春生 文/图

陈阳阳在细胞培养室里工作 方靖媛为游客讲述馆藏珍品白玉线雕鹰

3月 7日早上，陈阳阳照例准时
到岗，麻利地换上一次性隔离衣，走
进了市疾控中心的实验室。

作为市疾控中心引进的第一位
博士，她每天都在和看不见的病原微
生物打交道。2020 年新冠疫情发
生，她参与了我市首例新冠确诊病例
样本检测，又忍着母亲突然离世的悲
痛，继续坚守抗击病毒的战场。今年
三八节前夕，她被市妇联授予平顶山
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归根博士每天与病毒打交道

3月 7日上午，记者在市疾控中
心检验科见到陈阳阳时，她正在细胞
培养室里培养已进行过核酸检测的
流感病毒。只见她从细胞培养箱里
取出装有细胞的小瓶子，放到高倍
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的数目及生长状
态，然后滴入营养液，让细胞继续分
裂生长。

“这是从医院送来的流感样病例
样本。做这个细胞培养，主要是为了
给我国今冬明春的流感疫苗提供数
据资料。”陈阳阳解释道，流感、手足
口、麻风疹等引发这些传染性疾病的
病毒是她的日常工作对象，每年她要
完成检测的样本量达上千份。

陈阳阳是土生土长的平顶山人，
从小在西市场街道长大，2004年从
市实验高中考入浙江师范大学生物
科学专业，后来又到上海大学攻读硕
士和博士，2005年获得生物信息工
程博士学位，先后供职于浙江海洋大
学和上海一医学检验中心，2017年经

“鹰城人才计划”引进回到家乡，到市
疾控中心检验科工作。

“经过多年的发展，平顶山变得
越来越美，跟小时候顶着一脸煤星子
上下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我也想
为家乡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陈阳阳说。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马西平说：
“陈阳阳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
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后，她在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支援县区疫情防控方面
作出了突出贡献。”

参与我市首例核酸检测

2020 年春节临近，全国人民沉

浸在筹备年货的欢快气氛中，突如其
来的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打乱了人们
的生活节奏。

陈阳阳和同事为这场战争筹备
着各种检测试剂、耗材等物资，24小
时待命，随时准备迎战。2020年 1月
20日，我市首例疑似新冠肺炎病例
出现，陈阳阳勇挑重担，立即带领两
位同事进入“战斗”状态。

面对这个陌生而又危险的病毒，
陈阳阳毫不畏惧，穿好一层层防护设
备，毅然走进实验室，顺利完成了新
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工作。

“第一例被排除后，紧接着又送
来3例样本，我和同事一起检测、确
认，检测出一例阳性，这也是我市确
诊的首例新冠病例。”陈阳阳回忆道。

遗憾未能为母亲临终尽孝

2020 年的除夕夜，她抽空回家
与父母吃了一顿年夜饭，没想到这竟
成了与母亲的永诀。第二天是大年
初一，她正在单位加班做核酸检测，
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当她请假赶
到医院时，心脏病突发的母亲已经永
远闭上了双眼。

忆及此，陈阳阳禁不住哽咽落
泪，未能在母亲临终时尽孝，成了她
心中永远的痛。

由于当时检验科人手特别紧张，
匆忙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她忍着悲痛
重返与病毒作战的战场。随后差不
多一个月，她一直吃住在单位，直至
疫情逐渐散去。

2021年8月，郑州出现新冠疫情
后，我市抽调专家奔赴疫情防控一
线对口支援。陈阳阳主动请缨，作
为对口支援郏县专家小组的组长奔
赴一线。当时正值酷暑，她和小组
成员一起前往各县级医院和基层乡
镇卫生院的发热门诊，开展疫情防
控培训、流行病学调查、检查督导疫
情防控措施等，20多天没回过一次
家。

回望过去取得的成绩，陈阳阳
态度谦虚，话语朴实：“作为一名疾
控人，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是我们
的职责所在。同时，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都是
我应该做的。”

陈阳阳：

抗击病毒守初心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