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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闲不住，103岁老人摆摊40多年

走近南京毒品检测“福尔摩斯”

自打小学起，龚裕初就跟随父
亲学做卖酒生意，1956年，他加入
麒麟镇合作商店，成为一名采购
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被借
调至当时的海门县商业局生产资
料采购中心，常年奔波于全国各
地，采购建筑材料。时至今日，谈
起过往种种，他仍兴致勃勃：“南
京、厦门、杭州、嘉兴……好多地方
我都去过，现在你们叫旅游，我们
那会是去工作！”

从商业系统退休后，龚裕初开
启了他的摆摊生涯。事实上，他每
个月的退休金有四千多元，于他的
日常开销而言，已足够富余。对他
来说，摆摊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既

能方便他人，自己也能获得快乐。
“眼睛不瞎，耳朵不聋，做得动

最好！”谈及工作与生活，老人眼里
的明亮与热忱愈发耀眼。上周，海
门进入梅雨季，但龚裕初的摊位，日
日准时开张。即便大雨瓢泼，衣服
打湿，他也坚持出摊。摆摊，早已不
是一份生计，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只要心里开心，样样好。”龚
裕初虽脸颊上布满岁月纹路，但说
起话来，仍中气十足。

他的生活很简单：四点半起
床，五点半出摊，九点左右收摊，然
后慢悠悠地回家；下午常是走街串
巷，或是在屋内整理第二天需要出
摊的货品。

打火机、粘鼠板、刨丝器、挖耳
勺……摊位上的货品很不起眼，却
又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
每周一次的进货，是龚裕初雷打不
动的行程。谁能料想，一位百岁老
人每周会独自乘坐往返近两小时的
公交车，从常乐镇前往海门大千商
贸城进货。龚裕初自豪地挥着双手
说：“大千那边的人都认识我，公交
车司机也认识我，都很帮忙的！”

每次进货回来，仔细清点货品
并分门别类，也是龚裕初的固定工
作。走进他的家中，一间屋里，数
十个塑料筐堆叠成简易货架，上百
双不同样式的鞋垫整齐码放，每一
双都清晰标注好尺码。

深夜的国家毒品检测室南京工作站，一栋建筑里仍有灯光闪烁。在这间被精密仪器填满的实验室里，身
着白大褂的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曹煜，正俯身凝视气相色谱仪吐出的曲线图谱，这些由
化学分子编织的密码，将成为撕开毒贩伪装的关键……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这位毒品检测“福尔摩斯”每
天都在上演与毒“对话”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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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裕初与老伴钱丽英曾携手摆
摊数十年。三年前，百岁老伴离世
后，他依然坚持着这份心头的责任
与热爱。子女多次劝导父亲，何须
如此辛苦，应轻松自在地享受晚年
时光，但终究拗不过老人家的执着。

负责照料他每日饮食起居的陆
阿姨说，别看老人家年事已高，身板
依然硬朗，一年到头不吃一粒药，
从吃饭到洗澡，生活完全能够自
理，而且胃口极佳，尤其偏爱肉食。

无论是在摊位上，还是在家
中，总有街坊邻里时不时来问候龚

裕初，还常打趣地问：“您跟我们讲
讲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呗。”

答案或许就藏在老人的淡然
处世中。有几次，龚裕初拉着他的
拖车前往集市出摊时，拖车上的鞋
垫等物品散落一地，事后发觉的他
只是笑笑：“掉就掉了，被捡走就捡
走了，没关系的。”

有这样一份豁达的好心态，日
子何愁不明朗快活。

人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
宝。”像龚裕初这样的百岁老人，是
家里的“宝贝”，更是深受街坊邻里

敬重与爱戴的长者。
龚裕初出摊收摊时，时不时有

热心市民搭上把手；乘坐公交车去
进货时，司机会等他缓慢落座了再
发车；来不及给顾客找零时，大家
也会主动帮忙计算……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百岁老人
往往是子孙绕膝，安享晚年，抑或
是家人在侧，悉心照料，而龚裕初
却打破了大家对百岁老人的“刻板
印象”，以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和
积极乐观的心态，展现出苍松不
老、风骨犹劲的精神风貌。

胃口好爱吃肉，他的长寿秘诀是保持好心态

退休后闲不住摆摊，103岁的他依旧热爱工作

民警曹煜正在实验室检测毒品 拍摄：罗丽丽

龚裕初和他的小摊 通讯员供图

家里货物摆得整整齐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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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雾还未散去，南通海门常乐镇麒北街吉祥路的旧巷老街里传来“咔嗒咔嗒”的拖轮声。103岁的龚裕初踏
上了他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摆摊路，步伐虽缓慢，精神头却丝毫不输年轻人。待步行至麒麟农贸市场，他熟练
地掀开摊位的罩布，把每件商品摆放得齐齐整整，像是为小镇新的一天，精心准备了充满仪式感的开场。

“买两个清洁球”“拿一包创可贴”……龚裕初接过顾客递来的五元纸币，又利落地从胸前的铁罐子里捏出
两元硬币找零。龚裕初的摊位不算大，顾客却是络绎不绝，或许是考虑到老人家年岁已高，不太熟悉电子支付，
顾客们都带上了现金。这小小的摊位，他已经摆了4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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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份“毒语”密卷：证
据战场上的“翻译官”

曹煜，这位禁毒战线的资深“翻
译官”，工作台前待检样品整齐排
列，每一份都是等待破译的“毒语”
密卷。他的指尖划过装着白色粉末
的密封袋，仿佛触碰着犯罪分子的
作案“手稿”。

“平均每天要处理 41份检材，
这是我们的日常答卷。”调试着高精
密仪器的曹煜目光如炬，“从体外毒
品定性定量分析，到体内毒品检测、
贩制毒案件现场勘查，每一个环节
都是与时间和误差的赛跑。”作为警
务技术一级主管，他深知每份检材
都承载着未说出口的真相，而自己
的工作，就是让这些沉默的证据“开
口说话”。

紧急任务是这场证据攻坚战的
常态。某次人体藏毒案有200余份
检材需要检测，实验室全员化身“证
据猎人”。曹煜连续 8小时手持移

液枪，在微光下将检材逐一分离；同
事紧盯质谱仪显示屏，捕捉每一个
转瞬即逝的分子信号。当黎明破
晓，最后一份鉴定报告完成时，他们
知道，这些凝结着汗水的文字，即将
成为击溃犯罪团伙的重磅武器。

迎战“化学千面人”：科
技铸剑破暗潮

“新型毒品就像不断变形的‘化
学千面人’，每两个月就会以新面目
出现。”曹煜指着显微镜下的晶体样
本，眉头紧锁，“‘笑气’、替来他明等
替代毒品更是穿上了‘隐形斗篷’，检
测难度很大。”作为毒品检测室的技
术核心，他带领团队以科技为刃，在
分子层面与“毒魔”展开殊死较量。

实验室里，高分辨液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如同精密的“化学雷达”，核磁
波谱仪则像透视眼，能看穿毒品分子
的每一个化学键。面对“笑气”及

“RUSH”等毒品替代物，曹煜带领团
队创新性地优化检验方法，让这些伪

装成娱乐用品的危险品原形毕露。他
们关于左美沙芬和右美沙芬手性对映
体检验的研究，正在改写行业标准，相
关论文也即将发表，为全国禁毒工作
提供“南京方案”。

毛发检验技术的引入，更是让毒
品无处遁形。“毛发就像毒品的‘记忆
载体’，一根发丝能诉说数月甚至数
年的吸毒历史。”曹煜展示着毛发样
本，“采集方便、保存稳定、检测灵敏，
这项技术让无数‘瘾君子’无处可藏，
成为禁毒工作的‘时间证人’。”

攻坚未知样本：漫长的
分子追踪

在曹煜的职业生涯中，在2023
年一起专项案件的检材检测中，却
遭遇了严峻挑战。缴获的淡黄色粉
末性质成谜，传统检测手段难以突
破，案件侦破陷入僵局。曹煜迅速
带领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开启了
漫长的“分子追踪”行动。

实验室内，红外光谱仪、高分辨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设备高速运
转，海量数据不断输出。曹煜和同
事们一边反复比对分析，一边查阅
数百篇国内外文献，不放过任何一
个可能的线索。“那几天，我们时刻

‘泡’在实验室，满脑子都是那些未
知的分子结构。”曹煜回忆道。最
终，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懈
的努力，他们不仅确定了未知物结
构，还成功还原出合成大麻素的制
造工艺。这份成果在后续多地案件
侦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击溃
制毒网络的重要武器。

除了案件检测，毒情监测预警
更是曹煜的“第二战场”。通过毒情
监测预警体系模型，掌握全市毒情
形势，包括毒品种类、规模、吸毒人

员规模等信息。根据区域毒情形势
再对涉毒行为进行追踪溯源。就如
同医生为患者做全身检查，提前发
现潜在的毒性“病灶”。这份工作虽
然没有惊心动魄的抓捕现场，却在
无声处守护着城市的安宁。

从初出茅庐的检测员成长为禁
毒技术专家，曹煜获得过无数的荣
誉，如全国公安系统毒品分析技能
大考核一等奖、南京市公安局科技
创新专家人才称号等等，但他始终
说，这是团队的胜利。“未来，我们会
努力让毒品检测更实时、智能、便
捷。”曹煜眼神坚定，“但更希望看到
的，是全民参与的禁毒防线。当每
个人都成为禁毒‘哨兵’，毒品终将
无处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