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一手持文学之笔，书写世间百态、
人情冷暖；一手擎法律之剑，捍卫公平正
义、守护万家灯火。她是昭通市昭阳区
政协委员、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总部合
伙人周焕。她同时也是一名作家，还是 7
名困境孩子的“编外妈妈”。她倾尽全力
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温暖篇章。

读书行路，文学逐梦

周焕，曾经以“桑田”之名在网络文学
领域耕耘出一片天地。年少时，她对远方
充满渴望，背上行囊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从塞北到江南，从西部到东部，每一寸土
地都成为她灵感的源泉。她的作品阴郁
又美好。在她的笔下，散文集《乌蒙江南》
恰似一封封蘸满深情的家书，将乌蒙山地
区那厚重的历史底蕴、独特的民俗风情与
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娓娓道来。诗集《宋
家山》《林小婉》《桑田的诗》宛如 3部心灵
史诗，承载着她一路走来的喜怒哀乐、所
思所感。

2016 年《微光诗刊》年度诗人奖、茶
业复兴六大茶山百万传播大奖、《汉语诗
歌杂志》2016年年度诗人奖、2024年长江
诗歌奖……这些奖项不仅是对她文学造
诣的高度认可，更是她创作道路上坚实
的脚印，见证着无数个日夜的挑灯夜战、
灵感迸发。

跨界转身，初心未改

大学毕业后，周焕沉浸在文学创作的
海洋里，用文字编织梦想。然而，2018年，
她作出一个令旁人惊讶的决定——重回
律师行业。这看似突兀的转折，实则源于
她内心深处对正义的执着追求。初入律
师行业，虽困难重重，但法律专业出身的
周焕凭借扎实深厚的知识储备和那股不
服输的韧劲迅速在新环境里站稳脚跟。
她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里，日夜
钻研，不断打磨专业技能，将理论与实践
紧密结合，考下了一堆证书，很快入选“昭
通市政法法治领域专家人才库”以及昭通
市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专业人
才库（第一批），成为横跨专家学者、律师、
企业合规师三个领域的人才。

工作中的她，始终带着一颗悲悯之
心。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一位遭受
家暴的女子。那女子眼中的恐惧、绝望与
无助，深深地刺痛了周焕的心。她决心用
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写作，为受害者群
体发声。于是，中篇小说《芳芳》应运而
生。这部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主人
公在家暴阴影下的挣扎与反抗，从最初的
隐忍到最后的觉醒，每一个细节都饱含着
周焕对家暴受害者的深切同情。小说问
世后，不仅斩获大奖，还因其深刻的社会
意义与广泛的影响力，成功吸引了影视改
编方的目光。《芳芳》像一束光，穿透黑暗
角落，让更多人关注到家暴这一社会顽

疾，也让周焕的文字力量与法律担当找到
了完美契合点。

政协担当，普法为民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22 年
初，周焕被协商为政协昭阳区第六届委员
会委员，并担任常务委员。她深感重任在
肩，时常穿梭在市井街巷、田间地头，倾听
那些微弱却饱含期盼的声音，将群众的琐
碎诉求记在心上，转化为一份份有温度的
提案。日常工作中，普法成为她回馈社
会、践行责任的有力武器。她深知法律知
识对于偏远乡村百姓的重要性，因此常常
带领专业律师团队，积极深入多个村庄开
展普法活动。2022年，昭阳区政协在永丰
镇开展“委员走基层 送法到乡村”活动，
周焕通过“案件小故事反映条文大道理”
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围绕土地承包经营
权、相邻关系、邻里纠纷等主题进行宣讲，
让群众听得懂、易接受。此次活动在永丰
镇开展了8场，受益人数达800多人次，取
得了显著的宣讲效果。除了永丰镇，周焕
的普法活动还覆盖昭阳区的多个乡村，她

的普法讲座和法律咨询服务，累计数千人
受益，不仅增强了民众的法律意识，还促
进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院坝协商现场是周焕倾听民意、为
民解忧的主阵地。在这里，她用方言将
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转化为一个个鲜活
生动的案例，为村民们解答法律困惑。
在一次院坝协商中，村民们因土地边界
划分不清引发纠纷。周焕耐心地倾听双
方意见，运用法律知识为他们找到合理
的解决方案。最终，双方达成和解，避
免了矛盾的进一步升级。通过多次院坝
协商，周焕成功解决了多起邻里纠纷、
土地纠纷，不仅维护了村民的合法权

益，还促进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2024 年末，“周焕委员工作室”在云

南凌云（昭通）律师事务所挂牌成立，成
为周焕普法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为民众
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自工作室成立
以来，已定期举办 4 场法律讲座，主题
涵盖青少年防范校园欺凌、老年人识别
诈骗手段等方面。

肩负责任，爱洒人间

周焕一直心系弱势群体，自 2013 年
以来，她和朋友一起资助了 7 户家庭困
难学生。在 7 户受助家庭中，有一户来
自苏家院镇迤那村的周某家情况尤为特
殊：周某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无劳动
能力，于是她主动当起了 3 个孩子的“编
外妈妈”，10 年来从未间断地和朋友一
起资助这 3 个孩子读书，假期还把孩子
们带回家辅导学习，直到 3 个孩子大学
毕业。这些年来，她免费为 100 余户困
难家庭提供法律援助。今年，她又加入
了市红十字会，亲自将物资送到龙泉街
道白坡塘小学，还走访了 9 户困难家

庭。她积极向市、区民政局反馈，请求
一线社工对这 9 户困难家庭给予重点关
注，对其中一户特殊家庭，她还帮助寻
找“编外妈妈”。采访当天，笔者看到一
名妇女将锦旗悄悄地送给了周焕。后
来，在交谈中得知，这些年来周焕收到
的类似锦旗就有 18面。

周焕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政协委
员的担当与使命。她深入基层，倾听民众
心声，将普法工作落到实处。她是民众生
活中实实在在的法律守护者，也是困境孩
子心中的“编外妈妈”，为政协委员联系群
众和服务群众做出了示范，为构建和谐社
会、保障人民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焕：以法为盾，以笔为矛，守护公平正义
◆通讯员 吴道群 文/图

周焕在认真工作。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
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
甜……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动物。”科学
课上，镇雄县陇家湾小学的老师黎雪用一
个谜语激发了学生们的回答热情。在四
年级的课堂上，她时而化身语文老师讲解
诗词韵律，时而转为科学老师带领学生探
索自然奥秘，下一节课又成为学生道德与
法治课的引导者。这种角色转换对于黎
雪而言早已驾轻就熟。从教11年，她始终
是乡村小学里的“全能教师”。

2014年，从丽江师范学院毕业的黎雪
怀揣着教育理想来到了镇雄县大寨小
学。虽是科班出身，但她既是班主任，又
要承担数学、语文、科学、道德与法治等科
目的教学任务，一时间难以应对。于是，
她一面向老教师请教，一面不断摸索总
结，全面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

2022 年，因撤校合并，结束三胎产假
的黎雪来到陇家湾小学任教，担任二年
级班主任及科任教师，学生人数从之前
的 16 人增加到 85 人，教学压力和管理压
力陡然增加。二年级的孩子活泼好动，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行为规范和规矩意
识，她利用每周一的第一节课开班会，
反复地给学生讲守规矩、懂礼貌的重要
性，比如，不迟到、不早退、书写认真、不
欺负弱小、注意校园安全……对表现良
好的学生，她会买雪糕、糖果等物品奖励
他们。“周而复始地做这些工作，坚持每
周强调，学生慢慢地就养成了好习惯。”

作为 3个孩子的妈妈，黎雪对学生们
多了份母性的温柔。在她心中，这85个学
生也是自己的孩子。由于离家远，她以校
为家，每天清晨6点多起床后就开始工作，
迎接学生进校、监督晨读、上课、批改作

业 、家 访 ……“ 放 学
后，总担心孩子们回
家路上的安全，到了
晚上 8 点后确认没有
家长来电才能安心。”
她经常给家庭困难的
学生买学习用品和衣
服，尽可能地给予他
们关怀。课间时分，
她经常陪学生下棋、
跳绳。“寒暑假太久不
见学生，我就会很想
念他们。”黎雪眼中闪
耀着温柔的光芒。

这份温柔，温暖
了班上几个特殊的孩
子。面对智力发育迟
缓的学生，黎雪向家
长郑重承诺：“孩子在
学校绝对不会受到歧
视或欺负。”她相信每
个生命都有独特绽放
的方式。“看到学生们
取得进步就夸一夸，
他们会很开心，学习
起来也更有动力。”对
待学生，她总是很有
办法。

“读书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她给
学生讲大山外面的世界，竭尽所能地引导
学生好好读书，希望他们都能走出大山，
改变命运。

黎雪最小的孩子今年才两岁半，平日
只能托付给老人照料。周末回家时，孩子
陌生的眼神让她心酸。“但周一看到学生
们举着小手喊‘老师好’，那种被需要的幸

福感又会油然而生。”在家庭与学校之间，
她选择把母爱分给85个“儿女”。

“我没有什么动人的故事，很普通。”
面对采访，黎雪最初的回答平淡而谦逊。
但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中，藏着最动人
的教育诗篇——如蜜蜂酿蜜，不为谁甜，
只为绽放每个生命的本色。在乌蒙山深
处，乡村教师们用自己的爱心，浇灌着祖
国的花朵健康成长。

黎雪：用爱浇灌每一朵花
◆记者 田朝艳 文/图

黎雪上课场景。

苍茫的浓雾笼罩在绥江县中城
镇后坝村的山顶上，连绵起伏的群山
好像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若隐若现
间，身穿黄马甲的护林员黄宗友的身
影出现在了大山之中，他又开始了新
一天的巡山护林。

走进他守护了 23 年的山林，脚
下落叶铺陈的泥径与头顶翠绿盎然
的树冠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画卷。

“从 2002年起我就开始巡林了，
我生于此、长于此，这片山林是和我
生命一样宝贵的存在。”今年54岁的
黄宗友，对自己守护的 1200 亩山林
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他就像一位
忠诚的卫士，默默守护着这片山林。
23年来，他穿坏了 120 多双鞋子，踏
出了一条长达 20 万公里的护林之
路，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山间的
绿色守护人”。

山路崎岖，沟深坡陡，走遍管护
区全靠两条腿。每次巡护，一个来回
就需要步行 6 个小时，饿了，吃点干
粮；渴了，喝几口山泉水；累了，就背
靠大树休息一会儿。巡山护林不仅
是旁人眼里的走走看看，还要做到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细心检查每个所
到之处。每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都
要综合判断山林情况。“这棵树长虫
了，树龄有80年以上，如果被虫蛀毁
就太可惜了。”黄宗友捡起地上的树
枝，小心地将害虫一个个地挑出来，
挑完后还拍了拍这个“老伙计”。树
虽不语，但那随风飘摇的树叶像在跳
着表达谢意的舞蹈。

23 年的护林生涯并非一帆风
顺。夏日，山林里闷热难耐，蚊虫肆
虐，黄宗友的脸上、手臂上布满了被
蚊虫叮咬的红包，但他只是随手拍一
拍，又继续前行；冬日，寒风凛冽，冰
冷的山风如刀子般吹过脸颊，即使手
脚被冻得麻木，他也依然坚守在巡护
的路上。

“碰到过老熊、野猪、山鸡，还有
各种鸟儿。”黄宗友说，最危险的是
2023年碰到了带着4只幼崽的野猪，
与野猪四目相对时他内心非常害
怕。然而，野猪似乎感受到黄宗友对
它赖以生存的家园的默默守护之情，
僵持几十秒后，慌忙带着小猪崽们逃
离了现场。从震惊中回过神的黄宗
友才发现背上的冷汗已浸湿了衣服。

多年的护林经验，让黄宗友对山
林的情况如数家珍。在巡护过程中，
他不仅关注山林本身的变化，还非常
注重与村民的交流。他深知独木不
成林的道理，群众是保护山林不可或
缺的力量，只有让村民们了解保护山
林的重要性，才能形成群防群治的良
好局面。在防火期，山林里干燥，极
易着火，一丝火星都可能成为森林火
灾的导火索。他经常穿梭在周边的
村落，向村民们宣传防火知识，耐心
讲解火灾的危害。他说，一场火灾就
会让多年的护林成果毁于一旦，决不
能掉以轻心。

“你最近有没有看到山林里有什
么异常情况？”“这几天天气干燥，一
定要注意防火，千万不要在林子里点
火啊，烟头更不能乱丢！”黄宗友逢人
便说。

“现在的情况还稍微好一点，
每年的春节和清明节期间，防火压
力特别大。”走到高处，黄宗友说，
他最骄傲的就是自己守护的林区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火灾。23 年
与青山为伴，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
着责任与担当，默默守护着这片绿
水青山。

看着自己守护的山林满目苍翠，
环抱着在自己的精心呵护下从幼苗
长成参天大树的树木，黄宗友满足地
说：“每次巡林，我都觉得内心很充
实，只要看到山上的树木葱郁，山林
里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我就充满了
自豪感和成就感。”

山间绿色守护人
——黄宗友的23年护林人生

◆通讯员 孔 菲 杨东升 文/图

在海拔 2400 米的永善县茂林
镇国有林区，有这样一位“森林卫
士”，日复一日地管护着茅坡营 900
余亩林区。4 年来，累计巡山里程
超过 1 万公里，磨破了 10 多双解放
鞋，他就是茂林镇新林村护林员国
芝贵。

铁脚板丈量“生态绿”

每天清晨，55 岁的国芝贵便穿
上护林服开始了一天的巡山工作，
一个小喇叭、一个记录本、一个热
水壶、一双解放鞋，是他每天巡山
的行头。2021 年，他刚被聘用为护
林员的时候，茅坡营的林区还没有
通公路，每天 10 余公里的巡山道路
崎岖难行不说，途经陡崖峭壁的路
段，甚至还要手脚并用才能爬过
去，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几年如一
日地坚持。“不是工作选择了我，是
我选择了护林，既然选择了就要把
工作干好。”国芝贵说道。

巧心思织就“防护网”

“老张，放牧不能带火种进林
区哦。”“老李，播种苞谷不要烧杂
草，也不要烧洋芋吃哟。”4 年来，国
芝贵从“护林新手”成长为“沟通能
手”，每次遇到放牧、耕种、扫墓的

村民，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
不得野外用火。他管护的茅坡营
国有林区，与昭阳区接壤，周边居
民多，管护难度大。为有效遏制乱
砍滥伐和杜绝森林火灾，国芝贵白
天巡山护林，晚上进村入户，向村
民宣传政策法规和森林草原防灭
火知识，算清算细引发森林火灾的

“法律账”“经济账”，引导村民自觉
遵守法律法规，共同参与森林防火
工作。在他管护的 4 年里，900 余
亩林区实现了“零火情”。

赤子心守护“青山梦”

“守护青山没有边界，看到火情
就必须上”是国芝贵的护林宣言。
有一次，国芝贵像往常一样开展巡
林工作，当他巡查到茅坡营山头时，
对面林区的护林员发现了一起野外
用火并发出预警。虽然这起火情不
在国芝贵的责任区域内，但他深知
森林防火刻不容缓，立即以最快的
速度赶到现场，第一时间组织扑救，
成功避免了一起可能发生的森林火
灾。他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坚
守。国芝贵的一举一动，不仅展现
了一名护林员的责任担当，更让我
们看到了一颗坚决守护绿水青山和

茫茫林海的赤诚之心。

国芝贵：

大山深处的“森林卫士”
◆通讯员 王安平

黄宗友巡山休息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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