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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农科院高原夏菜及设施蔬菜团队

在东乡县，有一门传统
手工艺代代传承——刺绣。
作为一项传统民间工艺，东
乡刺绣一般都是女承母艺、
婆媳相传，祖祖辈辈传承有
着数百年历史，已列入临夏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往，刺绣只是东乡县
女性的业余爱好。农闲时，

三五人成群，或聚在夏天的树荫下，或坐在冬天的
热炕头，一边绣花一边聊天。而要说将这项“炕头
热爱”发展成产业的人，马萧萧是绕不开的。

马萧萧是东乡本地人，大学毕业后，想要复
兴东乡刺绣的她回到家乡，开着车到处跑，挨
村挨户地联络绣娘。2020年，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携手碧桂园在东乡县建立刺绣产业综合枢纽，
正式为东乡“天才妈妈·梦想工坊”授牌，马箫箫成了工
坊的带头人。通过“产业+就业”相互融合的方式，已
先后开展了18期“绣美东乡”刺绣培训，培训绣娘近千
人，通过采购、帮销近9万件订单，近600名东乡妇女实
现居家就业增收。

2022年 10月，“天才妈妈 x东乡绣娘国际时装周”
秀场之上，东乡绣娘身着剪裁利落、刺绣精美并带着
浓郁民族特色的印花华服登场。她们美丽、自信、大
方，向观众展示了东乡刺绣的美，也展示了东乡女性
的美。

绣品上怒放的牡丹、含苞的杏花、飞舞的蝴蝶、成
串的葡萄……这些来自生活的小美好，都已经成为东
乡刺绣的内容。数千名东乡绣娘们，拿着针线，绣出了
对美好生活的期冀。

农业之“花”竞相绽放

她们有一种“职业习惯”，聊着天就变成了刨根问底的采访，看着文
章就开始挑语病和错别字，加班赶稿、日夜奔波、无畏逆行……哪里有
新闻发生，哪里就有她们奔忙的身影，虽然脚下有泥，但眼中有光！

她们，就是州融媒体中心的女性新闻工作者，时代变迁的记录
者，社会责任的守望者，她们记着使命与担当，记着责任与理想，一
直在路上，永远不停歇。

州融媒体中心副主任、高级记者马秀梅是女性新闻工作者当
中的优秀代表。28年的新闻生涯培养了她勤奋、自信的职业素
养。在担任州委专职记者的那些年，一部照相机、一个录音笔、一
个笔记本、一支笔是她的标配，两只手拿着四样东西，还要跑在领
导前面一边照相、一边录音、一边记录。白天跟着领导跑基层，晚
上在州委办加班写稿审完稿才能回家，第二天又得接着跑。

马秀梅回忆说：“去年12月州两会召开之际，当时州融媒体中心很多的编辑、记者、播音员都
已感染新冠病毒，报纸编辑部全军覆没，我也没能挺住，由于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阳性病区……
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编辑记者“轻伤不下火线”，保质保量完成了州两会的报道任务，坚持做
到了政治把关零失误、文字把关零差错。”

记者，记着。记着初心与担当，记着使命与坚守。她们岁岁年年日日夜夜挑灯夜战、夙夜在
公，与文字共缠绵，与日月共轮回。

三尺讲台，一颗爱心，30多个春秋，携着一群群孩子，放飞一
个个理想。董彩云，从人民教师到人大代表，两个不同的身份，却
都承载着沉甸甸的使命，孩子们的信任让她在教育事业上不断
前行，成为学生的“长明灯”，群众的重托让她在履职道路上尽
心尽职，成为人民的“传声筒”。

1989年师范毕业后，董彩云带着对教育的执着和热爱，自
愿申请去家乡的一所山区小学任教，从此，她便把学校当成
自己的家庭去经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去呵护，把教育
当作一生的事业去奋斗。

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董彩云通过深入调研，
不断为西部乡村教育发声，提出农村学校网络提速降费、
加大重点院校对临夏地区招生力度、增加教师队伍编制、

加强乡村教师培训、改善县域高中学校建设等建议均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19年，她向习
近平总书记作了《加强基础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汇报，争取98.38亿元修建了临大高速公路，得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表扬和临夏人民的赞许；2022年全国两会，她走上央视首场“代表通道”，分享了《没有
爱就没有教育》的故事，引起了强烈反响。每年全国两会结束，董彩云都会第一时间深入机关、企
业、学校等，宣讲全国两会精神，2018年至2022年共宣讲70多场次，得到了高度评价。

奋进新征程 巾帼展风采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开公司创业应该是大老爷们干
的，可我就偏偏不服。”凭借着一股韧劲儿，二十出头的刘晓
亚开始了她的创业之路。

2009年，刘晓亚在临夏创办了第一家百盛超市，开始了
临夏创业的起点。经过14年的打拼，在全州3个县市开设有
17家超市，为女性同胞员工就近上班提供了便利。2014年，
她注册了“回香斋”品牌，逐步进入食品加工行业，成立了第一
个扶贫车间“临夏州亚龙清真食品加工公司”，期间累计向外
输送我州农产品1000多吨，解决就业60多人，带动建档立卡户
脱贫 80多人。2020年，与东西协作企业厦临集团联合创办了
临夏回香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贡献了力量。如今，公司主要生产四大系列30

个单品，发展代理商15家，产品销往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等地。
在临夏创业的14年间，累计向红十字会、环卫工人、白衣天使、一线工作者、道路建设

捐款捐物价值130多万元，疫情期间累计捐物价值90多万元。
多年来，刘晓亚先后荣获多项荣誉称号，但在诸多荣誉面前，她创业不忘扶贫，巾帼不

让须眉，证明了一名女性在创业道路上的无限潜力。

在这个草木蔓发在这个草木蔓发、、春山可望的美好日子里春山可望的美好日子里，，第第113113个个““三八三八””国国
际妇女节如约而至际妇女节如约而至。。

在乡村振兴的舞台在乡村振兴的舞台、、在疫情防控的一线在疫情防控的一线、、在城市建设的基层在城市建设的基层、、
在农科研究的田野在农科研究的田野、、在救死扶伤的医院在救死扶伤的医院、、在生死搏斗的罪案现场在生死搏斗的罪案现场、、
在新闻发生的瞬间……她们柔情似水却巾帼不让须眉在新闻发生的瞬间……她们柔情似水却巾帼不让须眉，，撑起了各撑起了各
行各业的行各业的““半边天半边天””；；她们自强独立她们自强独立，，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她们开拓她们开拓
进取进取，，从不停止前进的步伐从不停止前进的步伐。。她们她们，，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做着平做着平
凡的工作凡的工作；；在每一个平凡的家庭在每一个平凡的家庭，，扮演着平凡的角色扮演着平凡的角色。。她们没有她们没有

宽厚的肩膀宽厚的肩膀，，却用真挚和热情赢得了群众的赞同却用真挚和热情赢得了群众的赞同；；她们没有超人她们没有超人
的能力的能力，，却用超人的毅力却用超人的毅力，，奋斗在一线岗位奋斗在一线岗位；；她们没有分身之术她们没有分身之术，，
却同时身兼妻子却同时身兼妻子、、母亲母亲、、女儿的多重角色女儿的多重角色。。

33月月77日日，，““巾帼心向巾帼心向党党 奋奋进新征程进新征程””临夏州纪念第临夏州纪念第113113个个““三三
八八””国际妇女节暨巾帼故事分享会如期举行国际妇女节暨巾帼故事分享会如期举行，，来自不同领域的优来自不同领域的优
秀女性分享了自己的奋斗历程秀女性分享了自己的奋斗历程。。本报记者走近她们本报记者走近她们，，和广大读者和广大读者
一同聆听巾帼英雄们的追梦故事一同聆听巾帼英雄们的追梦故事，，汲取无畏前行汲取无畏前行
的高燃力量的高燃力量，，共同致敬每一位了不起的共同致敬每一位了不起的““她她””。。

杨慧君是康乐县苏集镇塔关村党支部书记，也是
村上的妇联主席。三年前的她，怀着满腔的热情、美好
的憧憬走向基层，成了一名村干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
兴，她也从一名村文书成长为村书记。

到村工作后，杨慧君通过召开村民知情大会、入户
走访等方式，搜集民情民意，然后归纳梳理，针对群众不
同需求，坚持因人施策，精准帮扶。在郝家坪一社入户走
访时，她了解到离异的徐成平因身体原因不能照顾年幼的
女儿，她联系镇民政办，申请将其女儿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后来她又多次上门提供帮助。杨慧
君的所作所为被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乡亲们都对这个

新书记刮目相看。
在农村，多数妇女们不知道孕前检查和“两癌”筛查的重要性，村上的孕前检查和“两

癌”筛查工作组织起来特别困难。杨慧君通过微信交流群、入户走访等方式大力宣传孕前检
查和“两癌”筛查的意义及巾帼家美积分超市兑换规则，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村上各项活动。

基层工作具体而繁杂，事无巨细，容不得半点马虎，正是这些看似繁琐细小的工作，为群众
带来了实打实的好处，这也让杨慧君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了更新的认识，扎根农村、服务村民
成为了她的信念，青春展风采、建功新农村成为了她的追求。

走进临夏市税务局第一税
务分局，你会有一种特别的感
觉：清新、雅致、温暖、振奋！这
背后离不开她们辛勤的付出和
默默的奉献，是她们的精心耕耘
结出的累累硕果。

临夏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
局是一个学习型的集体，在每
年税收业务大比武中，成绩总
是名列前茅。在第一税务分局

每个干部的桌子上，都有一本被翻卷了角、贴满了标签、写满了
注释的《税收优惠政策汇编》。同时，还发扬“传、帮、带”的优良

传统，通过以老带新、以强带弱的方式，达到共同提高工作的目的。
作为纳税服务的主战场，一线窗口工作人员大多是女员工。凭

借三尺柜台，她们承担起全市 11039户纳税人缴费人的税费登记、申
报纳税、发票业务、优惠办理、宣传咨询等9大类236项涉税事项的办
理，撑起了临夏市税务的“半边天”。

由于窗口单位的特殊性，逢年过节，她们始终坚守在一线，面对
繁重的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她们秉持敬业心、服务心、细致心的
工作作风，用微笑传递真诚，用爱心构建和谐，展现了女性特有的坚
韧与坚强。

在她们的团结奋进、努力拼搏下，该局先后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甘肃省五一巾帼奖”等多项殊荣。2020年11
月，被中央文明委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临夏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有这样一群人，她
们迎着朝阳出发，踏着
星河归来；她们染着泥
土的芬芳，浸着丰收的
喜悦。她们就是临夏
州农业科学院高原夏
菜与设施蔬菜团队。

州农科院高原夏
菜及设施蔬菜技术团

队仅有 5名职工且均为女性，作为新时代懂技术、能吃
苦、敢担当的女性科研人员，无论是脱贫攻坚、抗击疫
情的前沿，还是在产业兴农、实地调研一线，总有她们甘
于奉献、恪尽职守、吃苦耐劳的身影。她们用柔弱的肩膀

勇挑重担，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始终无私无畏，用实干唱响新
时代女性的颂歌。

2020-2022年，团队结合全州产业发展实际和需求，凝练
提出科研项目 17项，积极向省州组织、发改、科技、农业等部门
申报项目 12项，立项 7项，总科研经费 200多万元；建设蔬菜标
准化育苗基地 2个，总育苗 400万株，全部无偿发放给农业合
作社、企业及农户；先后在多地种植花菜类、叶菜类、葱蒜类、
根茎类高原夏菜试验品种共计 20亩，筛选出了适宜我州栽培
的高产优质高原夏菜品种 17个，总结临夏地区高原夏菜标准
化种植技术 1套……

在不断努力下，团队通过引进推广蔬菜新品种，集成示范
高效栽培技术，提高了产投比，亩增收 2000元，产生经济效益
8000多万元，真正做到了求真务实，将论文写在大地上。

州人民医院女性医务工作者

巾帼“税花”展风采

越是艰险越向前

董彩云

马秀梅

逐梦新时代 奋进新闻人

刘晓亚

创业不忘扶贫 巾帼不让须眉

杨慧君

把为民初心写在实际行动上

东乡绣娘

绣一片新天地

有人说，女警是女人中的“男
人”，雷厉风行，掷地有声；也有
人说，女警是警队里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铿锵玫瑰，美丽坚韧。
她们头顶警徽，在警营这个铁血
阳刚的天地里，巾帼不让须眉，
用女性特有的坚韧和细致，撑起
了公安工作的半边天。

她，是一名女法医。某年夏
季，积石山县发生一起中毒事件，需要开棺验尸。面对已经埋葬
两个月高度腐败的尸体，当时的她腰椎骨折损伤尚未痊愈，她冒
着刺鼻尸臭，忍受着剧烈的腰部疼痛，经过四个多小时超负荷工

作，最终成功提取到生物检材，为案件定性提供了铁的证据，她就是州
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陈蓉。

她叫马仲霞，是一名合成作战岗位的女警。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电
脑前分析研判海量数据，为侦查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在近年的“反诈
行动”中，她带领团队分析研判海量数据，协助侦查部门相继在全国范
围内抓获犯罪嫌疑人25人，成功劝阻980人，劝阻资金20多万元，止付
冻结资金230多万元。

……
她们，只是临夏公安队伍的一个个缩影，像她们这样默默无闻、无

私奉献的女警还有很多。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她们用自己耐心细
致、奋发有为、舍我其谁的态度，践行着“忠诚 坚韧 勇敢 奉献”的临
夏公安精神。

临夏州公安局女警

铿锵玫瑰分外香

以巾帼之名，赴生死之约。
新冠疫情期间，在院党委发出倡议
后，州人民医院女性医务工作者纷
纷主动请缨，毅然走进传染病房、
奔赴武汉、转战兰州新区及全州各
县市、进驻方舱定点医院……她们
是州人民医院最普通的女性医务
工作者，“战场”上的“花木兰”，她
们用自己的方式温暖了河州大
地。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她们与

病魔零距离鏖战；在充满忐忑的病房、方舱、定点医院，她们把
问候定格成无限的牵挂！她们如傲雪红梅，以坚强不屈的英

雄姿态，在不同岗位上同疫情作战，用生命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幸福开路，把忠诚和奉献书写在医疗卫生工作实践中。

今年 45岁的州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护师马红梅，在临床
护理岗位上一干就是23年，她在奉献中成就自我，把一生中最美
好的时光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职业和需要陪护的患者。作为一
名感染科的护士，她经历了 2003年非典、2009年甲型禽流感、
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的救治与护理，再到 2020年至
2022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她一如既往出色地完成了每一次的工
作任务……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州人民医院的女性医务工作者在平
凡的工作生涯中，用努力、勤奋、热情创造出了属于他们的集体
价值，书写着全院女性医务工作者的风采。

本报记者 闫改琴 马丽亚 张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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