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生的旅途上，亲人伴我们同行，坚
强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有这样一位农村
妇女，右下肢残疾，行动不便，她和丈夫却
坚强地养育了3个儿女成家立业，操持起一
家人的生活。如今 53岁的她，不仅要照顾
年迈的婆婆，还要照顾智障的妯娌和孙女，
她为亲人撑起一片天。她就是绥江县南岸
镇胜利村19组的朱安强，一个坚强的女人。

勤劳、善良、坚强是一个人的立身之
本。朱安强和夏思成就是这样的一对夫
妻。1960年出生的朱安强在 3岁时生病发
高烧，臀部打针导致右下肢肌无力，被评为
三级残疾。30 多年前，朱安强和大她 3 岁
的夏思成结婚，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
儿。如今，女儿出嫁，大儿子夏中奎和儿媳
在家乡养羊，小儿子夏中明和其妻子在工
地上打工，两个儿子分别育有两个儿女，她
和老伴在家种植着6亩多地。

走进干净整洁的坝子，柴火垛上挂满
了成串的玉米棒，房屋里的家具整齐简洁，
朱安强带着孙女在厨房生火做饭。孙女出
生时就检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到1岁
时又因发高烧导致智力障碍。生活的苦难
让朱安强更坚强。每天，她拄着一根木棍
行走，带着孙女，忙完家务忙地里，把一家
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屋内屋外打理
得干干净净，她和老伴喂养着两头肥猪和

一群鸡。“现在国家政策好，我们老两口都
有低保，孙女有重度残疾人补助，相信一家
人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朱安强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18
年，夏思成的弟弟夏思海因胃癌病故，留下
了年迈的老母亲、智障的弟媳和侄女。但
是，生活本来就艰难的朱安强一家毅然承
担起了照顾这三代人的重担。

2021 年 6 月，朱安强的弟媳王某银突
发疾病，朱安强发现后，立即打电话给大儿
子夏中奎和儿媳，让他们从养殖场赶回家
来，把王某银背到坡下 100多米的公路边，
开车送到镇上的医院抢救，朱安强则拖着
不太方便的身体，忙前跑后地照顾着弟媳。

2023 年 2 月，夏思成和小儿子夏中明
从集镇上买回来了4包化肥和种子、农药等
生产物资，送到了母亲家，计划在可以耕作
时帮她们种植庄稼。

“平时，老母亲还能做饭、喂猪、洗衣
等，带着弟媳做点简单的农活。侄女 18岁
了，在县高级职业中学读高三，孩子很懂
事。她考上大学有出息了，我们就放心
了。”朱安强笑着说。

近年来，县、镇、村都有干部挂钩帮扶
这三代人，经常来她们家嘘寒问暖、送物
资，给他们带来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和人间
的真情。

“朱安强是我们农村妇女学习的榜
样。她虽然身体残疾但意志坚强，不但养
育孩子照顾家庭，还要关心弟媳一家的生
产生活，像一头老黄年一样不停地劳作。”
南岸镇副镇长陈超前由衷赞美道。最近，
朱安强一家被南岸镇党委、政府评选为 10
户“美在家庭”之一。

朱安强：用残缺的身躯撑起一个家
记者 陈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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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女工，成长为
一名高级工程师，吕景芸一步一个脚印在
机电安装行业这条路上，整整走过了27个
年头。她先后参与了三峡、溪洛渡、向家
坝、乌东德、白鹤滩等重大水电工程的建
设，见证了国之重器崛起的奇迹。27 年
来，不论在哪个岗位上，她始终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对水电人的殷殷嘱托：要将关键
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995年从浙江大学光仪专业毕业后，
吕景芸回到家乡湖北宜
昌 工 作 ，一 干 就 是 11

年。她所学的机电专业
方面的知识得到了施展，

也为她日后从事水电行业
机电安装积累了宝贵经验。

2006 年 10 月，吕景芸到
长江三峡设备物资有限公司

工作。新岗位新挑战，她把飘
逸的秀发盘在红色的安全帽

里，背着沉重的工具包，跟着工
人师傅下工地，一干就是一整天，

似乎不觉得苦和累。吕景芸说，
她是“葛二代”（葛洲坝水电站），与

父辈水电人相比，自己现在的工作
环境好多了。

一个人的优秀，都是努力出来的。不
久，吕景芸担任了公司机电合同管理部主
管，她和同事一道拼搏，解决难题，圆满完
成了机组合同有关执行管理工作，得到了
业主方、公司领导、海关、商检及合同相关
方的一致好评。她负责的进口设备报关
报检及接货验货工作高效准确零差错。
在取得可喜业绩的同时，吕景芸的个人素
质和综合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2019年，怀着对水电事业精益求精的
执着追求，吕景芸来到白鹤滩水电站机电
安装项目部负责合同管理工作。白鹤滩
水电站机电安装项目部是白鹤滩水电站
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及其附属机电设
备安装与调试的归口管理部门，内部划分
为机械、电气一次、电气二次、公用、合同管
理等5大专业方向，各专业分工协作，吕景
芸负责的合同管理工作贯穿着整个机电安
装调试工作。在男同志占绝对主导的水电
建设行业中，善于思考的吕景芸凸显女性
柔韧耐心、敏锐细致的优势，使得各方协作
顺畅。她全程参与白鹤滩水电站机电设备
安装与调试、装置性材料采购、涉网实验技
术服务等27个合同的立项、招标、谈判、签
订和执行，做到了合同管理坚持原则，思
路清晰，支付及时准确，结算资料完整翔

实，为全面建成白鹤滩水电站这一举世瞩
目的大国重器作出了贡献。

吕景芸深知“人生的第一粒纽扣”的
重要性，因此从离开大学校园参加工作
起，她就设定了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和职
业规划。她积极进取，先后考取了国家注
册安全工程师、注册一级建造师、注册监
理工程师、高级企业信息管理师等执业资
格证书，获得高级工程师职称。她学习不
倦，为机电安装项目管理工作不断积累专
业理论知识和现场实践经验。作为女性，
吕景芸并不在意外在的修饰是否赏心悦
目，更注重和追求内在的品质和修养、为
社会作贡献的知识和技能。

和吕景芸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生活
中，她自律、和善；工作上，她严谨、干练。
作为一名多年奋战在水电一线的大姐，她
做好传帮带，把自己的业务知识和工作经
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同事，帮助他们
尽快成长。施工区的业余文化生活比较
枯燥，她坚持每天运动，用积极健康的生
活态度影响身边的年轻人，鼓励大家找到
适合的运动项目，以缓解工作疲劳以及对
亲人的思念。

这些年，由于奔波在外，吕景芸很少
回家，也无法长时间陪伴亲人。她说，从

湖北宜昌到四川成都再到云南巧家，数次
辗转，她离家越来越远了。2021年春节疫
情肆虐，为了保证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
组七一投产发电目标能顺利实现，吕景
芸与白鹤滩水电站建设部的同事们坚守
岗位，她的丈夫在除夕夜与家人吃完团
年饭后，独自驱车 1200 多公里到白鹤滩
水电站工地探望她。那一刻，家人的支
持，让身处异乡的吕景芸倍感温暖，心中
增添了更多工作的动力。

电能聚光热，巾帼绽芳华。吕景芸执
着、坚定，默默付出，也拥有了沉甸甸的收
获：“优秀共产党员”“十佳青年”“女职工
建功立业标兵”“三八红旗手”…… 2021
年，她所在的团队又被三峡集团评为“红
旗班组”和“基层示范党支部”。

岁月匆匆流逝。转眼间，吕景芸离开
宜昌老家已经 11年了。随着白鹤滩水电
站工程进入收官阶段，年近半百的吕景芸
也由机电管理岗位调整到党群工作部门
工作。虽然她对自己多年的专业经历有
些不舍，也有过短暂的纠结，但她表示，只
要工作需要，她都会爱岗敬业。因为，在
她心中，建设好新时代大国重器的自豪
感、使命感，始终是她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的动力。

吕 景 芸 ：巾 帼 女 工 绽 芳 华
记者 刘建忠 文/图

月白风清的女子，沉静如水的气
质，在高山流水间行走，一幅再美不过
的画面。

她那么温柔，又那么笃定；她气定
神闲，又那么对茶充满热情。

在昭通城乌蒙古镇一间名为无为阁
的 茶 室 内 记 者 见 到 这 位 清 丽 佳 人 郭
琼。最近她特别繁忙，不少企业和单位
邀请她去培训茶艺。

人生四韵七大雅，琴棋书画诗酒
茶，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是冲泡一杯喜
欢的茶。她说：“我要泡好每一杯茶。”

凭着对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热爱，
2018 年，郭琼成立了昭通市霓羽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茶艺培训、礼仪文
化、香文化的研究和传承。让更多人懂
茶、传承传播茶文化是郭琼生活的全部。

饮 茶 者 ，一 茶 一 汤 ，当 思 来 之 不
易。郭琼说：“一片叶子从树丫到茶杯
要经过杀青、揉捻、烘干、压制、冲泡等
工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才能做出优
质好喝的茶水。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
样，曲折往复，犹如这杯中茶叶，人生
一 世 ，草 木 一 秋 ，几 度 冷 暖 ，几 许 纷
繁。当我品尝一杯茶时，好像看到了那
茶树的一生，从生长到消亡……”

郭琼从茶的发展历史、各种茶类基
础知识、茶的分类、地区分布、生长环

境、外形口感、茶的起源历史、茶的制
作、茶多酚对身体的影响等娓娓道来。
以茶滋养人生，以茶修身养性这是郭琼
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茶、学茶、知茶、懂
茶、饮茶，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的初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郭琼对传统
茶文化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层次，四
年来她培训了 3000 余人次的学
员，茶文化、香文化等传统文
化 不 断 传 承 到 全 国 各 地 。
在郭琼的指导下，不少茶艺
爱好者成为了茶艺师，他们
亦师亦友。刘弟便是其中
一位，如今，她只要闻一闻、
喝一口，就可以大致知道茶
叶的等级以及价格。喝的过
程中也不需要再去思考太多，可以安心
地沉浸在茶中，对她来说很幸福。

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
种艺术，更是一种修身养
性的手段。那一
刻我们好像懂
得了为何几千
年 来 ，茶 ，深
深埋藏在人们
心 中 ，源 远 流
长……

郭琼：茶文化的传承者
记者 莫 娟 谭光吉 唐龙泉飞 文/图

每年隆冬初春时节，巧家境内金
沙江沿岸，成片的甘蔗随风摇曳，丰沛
的糖汁从酥黄的外壳上的一道口子溢
出，稍远的农田，再往上的糖坊里，老糖
匠一手将黏稠的糖浆舀入糖缸，一手用
棍子使劲搅拌，整个空气中弥漫着蔗糖
的香甜……

对于何启华而言，巧家红糖，不仅
承载着她儿时的甜蜜回忆，更寄托着她
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她希望在传
承古法制糖技艺的基础上，将巧家红糖
融入现代化消费理念，以更高的标准、
更高的品质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2016年，巧家县万华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成立。起初，何启华只是依托周围
的糖坊，进行红糖包装、销售。曾经作
为医护人员的何启华，把食品安全卫生
看得极为重要。为了全面把控甘蔗种
植、红糖加工、产品包装等环节，2017年，
34岁的何启华作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
决定：毅然辞去巧家县仁安医院稳定的
工作，一心一意投身红糖产业发展。

“我要建一个规范化的糖厂，而不
是小作坊。”何启华说，一根甘蔗掐头去
尾才能做出一颗15克的红糖，一吨甘蔗
只能榨出150斤的红糖。红糖一如既往
地纯粹且优质，古老的制作技艺，是巧
家红糖最得意的传承，却也是食品卫
生、开拓市场的局限所在。

巧家 县 地 处 金 沙 江 沿 岸 ，大 国
重器——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退
耕 还 林 等 生 态 保 护政策的实施，使
得巧家的土地极为金贵。为了找到
合适的土地种植甘蔗、建糖厂，2018
年至 2021 年，3 年间，何启华几乎走
遍了巧家的山山水水。无论是面对
复杂的调研测算，还是与群众沟通协
调，何启华从未放弃初心。如今，600
亩标准有机甘蔗种植基地、占地 30亩

的洁净无菌厂房在巧家甘蔗种植、红糖
加工生产的核心区域——鱼坝村落地
生根。

12年的临床工作经历，让何启华看
到了太多饱受痛经困扰的女性。她知
道巧家红糖正是帮助众多女性补血活
血、扩充血容量、改善痛经的天然好帮
手。但传统的小碗红糖口味单一且块
大不便于快速食用，优质的红糖并未得
到市场的青睐，从事甘蔗种植和榨糖的
农户，只能获取与价值不匹配的微薄收
入。在反复考察求证中，何启华结合多
年的医务知识，在延续古法红糖制作的
同时，将药食同源的益母草、黄芪、党参
等药材融合到红糖中，为特定需求的人
群研制了“月子红糖”和“经期红糖”。同
时，创新性地将传统碗状红糖改为按克
计量的小块红糖。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持续的积累
和创新突破，2017 年，万华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被巧家县工商联推荐为巧家小
碗红糖传承与创新代表企业，旗下生产
的“金沙·唐韵”系列小碗红糖受邀参
加 2017“云品出滇”系列活动暨云南县
域经济发展峰会，成为进入该次峰会的
云南省古法红糖唯一指定产品。

目前，万华食品已成长为国家级及
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成长
企业，拥有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在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9项，作品登
记证书2项，并于2021年进入高企培育
库，目前正在准备进行高企申报。

巾帼展风采，百花竞芬芳。何启华
说，下一步她们将继续依托巧家小碗红
糖发展，生产以红糖为特色的延伸产品
（颗粒红糖、红糖馒头）、建设标准有机
绿色甘蔗产业园区、打造红糖特色餐
饮、有机生态农庄体验等项目的有机
循环生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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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的苹果种植面积达 85 万亩，覆
盖昭阳区、鲁甸县的 22 个乡（镇、街道），
果农更是数不胜数。在众多果农中，有
这么一位，他，踏实耕耘，守诚信结硕果。

他叫严俊，昭阳区苏家院镇人，2016
年开始苹果种植，从依靠政府补助到反哺
家乡，他说，这一路靠的是“诚信”二字。

正在果园里忙碌着的严俊，一边修
剪苹果树枝丫，一边热情地介绍着他的
工作，这段时间他忙着给苹果树修枝，观
察每棵果树的长势，他不贪图产果量留
下不好的树枝影响质量。接下来，他还
要 按 照 季 节 给 苹 果 树 进 行 四 五 次 施
肥 。 严 俊 说 ：“ 我 们 选 用 的 都 是 有 机
肥，保证果树养分的同时，也能保障果
树健康，不拔苗助长，贪图眼前利益使
用一些化肥。”正是这样的诚信观念厚
植在严俊的心中，才保证了他的每个苹
果都能做到甜、脆、水、香的品质。严俊
申请到绿色食品证书后，最令人感动的
是，他的每一箱苹果都会附上一份绿色
食品检测证书。

当说到他的销量时，严俊一脸自豪
地说：“苹果根本不愁卖，每斤还比市场
价格多出 0.5 元左右，除了像北京华联超
市、成都铁路局等这样的大合作商每年
订购量达到产量的一半以上外，昭通本
地就要销售 2 万件左右，供不应求才是

我现在最烦恼的事。”能有今天这样的销
量，严俊靠的是以诚待人、以信立品。刚
创业时，他积极扩展省外市场，到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参加农特产品展览，这
些合作商家都被展览上的那抹苹果香味
所吸引，尝到这香甜爽口的昭通苹果滋
味后纷纷给他留下联系方式，严俊回家
便开始给他们寄上苹果，让他们先尝后
买。每年给商家发送样品再谈合作，已
经成为了严俊跟商家之间不言而喻的默
契。如今，合作商已经 3 年没有亲自到
他果园选苹果了，合作商对他的信任，就
是他诚信经营最好的体现。他的苹果销
售服务延续到售后，如有发货拖延、损坏
等情况，他先垫上赔偿，再跟合作物流、
快递方对接，所以他的销售方式都是依靠
口碑，老客户带新客户，到现在都还没有
启动线上直播等销售方式，就担心自己的
产量跟不上销量，愧对消费者，他说等年
产量达到 500万吨再考虑线上直播销售。

不管成绩还是荣誉，严俊都没有归
功于自己身上，他说是依靠故乡这片热
土以及乡亲们的帮助。自己发展致富的
同时，他也不忘反哺故土乡亲。

在严俊所在的昭阳区苏家院镇迤那
村，种植着 12000 亩苹果，像他这样的苹
果产业大户共 7家，他们都在努力回馈着
这片故土，用产业经济促进乡村振兴。

严俊：守诚信 结硕果
实习记者 彭晓雨

吕景芸放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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