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巾 帼 骑 士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杜南星

骑着一辆满载快递包裹的三轮车，走在早已娴熟的派送

路线上，每天派件 180余单……这样的工作日常，杜梅芹已然

应对自如。

杜梅芹是深圳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女快递

员。入职 3 年来，不管是投递效率，还是投递质量，在站点的

20余名快递员中，她每月的业务评比总是名列前茅。她用零

差评的业绩，获得了南山区“最美骑手”、深圳市五一巾帼标兵

等荣誉。

“收件人签收快递时的那份喜悦，是我的成就感来源。”杜

梅芹的大部分快件都来自超市，常有桶装水、米面油这样的大

件重物，需要耗费体力搬运。尽管有些吃力，但她都咬牙一一

克服。每天，她不仅要派件，还要收件、封货和卸货，忙碌时要

工作到凌晨时分。“从业两年，瘦了 20 多斤，但感觉身体素质

越来越好了。”她打趣地说。

投递快递的路上，杜梅芹也在温暖着他人。

“东西太沉实在拿不动了，能不能搭个车？”一次，在送货

的路上，杜梅芹碰到一位老人寻求帮助。虽然当时快递车上

已经堆满了包裹，但她还是将对方的物品抬上了车，一路把货

物送到了老人家门口。“就是举手之劳，不帮忙心里过意不

去。”杜梅芹质朴地说。

在走街串巷的过程中，杜梅芹也成为基层治理的“流动触

角”，化身社情民意的“信息员”。

一次，送货上门时，杜梅芹发现一户居民家里往外冒着

黑烟且味道刺鼻。反复敲门没人回应后，她赶紧找到社区反

映情况。社区工作人员立刻联系居民，打开房门，此时整间

屋子已经烟雾弥漫，一时间没人敢往屋里走。杜梅芹鼓起勇

气，冲进去烟雾之中关闭煤气、开窗散气，成功解除了一次安

全隐患。

“我是站点唯一的一名女快递员，在男性居多的快递行

业，女性好好干，同样也能闯出一片天。”杜梅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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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书闻 北梦原 徐新星 乔然

村道宽敞平整、植被生机盎然、空气清新

湿润。春分时节，记者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

区三江镇茄苪村，宜人的环境映入眼帘，最引

人注目的还是那一棵棵长势喜人的莲雾果树。

正是这一颗颗莲雾果“种”出了村民“火

红”的致富路，也成就了茄苪村的美丽蜕

变。而这一切的变化都离不开当地的乡村

能人王琼。

这位返乡创业、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的海南省劳动模范，也被村民们称为“莲雾

书记”。

返乡青年成致富带头人

“你们看，这一个个又红又大的莲雾都是

王书记带领我们种植的。”茄苪村村民姚大姐

指着一片莲雾林对记者说。姚大姐口中的

“王书记”是茄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琼。

王琼学过海水养殖、卖过猪肉，也当过环

卫工、做过足疗师。2008 年，响应国家鼓励

青年返乡创业的号召，王琼返回家乡三江镇，

东拼西凑 75万元建起了洗涤厂，从此踏上创

业之路。

2012 年，王琼获评“全国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这一年，他 24岁。

同年，王琼被委任为村党支部副书记。

“我开始意识到，人生的价值不仅在于个人的

成功，更在于为家乡带来改变，让村民的生活

越来越好。”从那以后，王琼决心帮助村民找

到共同致富的出路，共享发展成果。

莲雾“种”出致富路

2013 年，王琼当选三江镇茄苪村村委会

主任。“靠企业帮扶不是长久之计，村里必须

有自己的产业。”王琼开始盘算起村子的支

柱产业。

2014 年，海南连续遭遇“威马逊”“海鸥”

两个强台风袭击，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橡胶

树被大量拦腰折断，村民经济损失严重。台

风过后，王琼发现，莲雾很好地存活了下来，

而且当时莲雾的国内市场尚未被开发。于

是，他下定决心调整种植结构，利用村里的闲

置土地，积极发动村民种植莲雾。

然而，想要推倒村里几十年来的主要经

济作物谈何容易。为说服村民种植莲雾，王

琼挨家挨户走访，拿出自己的市场调研结果

做村民的思想工作。面对村民缺少资金的现

实问题，他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让农户以土地入股，由公司提供资金和种植

技术，合作社成员可以在基地劳动拿工资，莲

雾上市后还可以获得利润分成，充分调动了

农户种植的积极性。此外，王琼还邀请海南

省热带农业科学院的莲雾种植专家，帮助村

民解决防虫害、保花、保果等技术难题。

在王琼推动下，茄苪村成立了海口联影

莲雾种养专业合作社等 3 个合作社，吸收全

镇 132 户精准扶贫户入股分红，种植面积由

开始的 700 多亩扩大到现在的近 2000 亩，莲

雾亩产值达 4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由 1500
元提高到了 1.8万元。

2021 年，三江莲雾获评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莲雾产业园被海口市评为示范基地，

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张亮眼名片。

乡村旧貌换新颜

为打造“党建阵地+生态景观+红色资

源+莲雾基地”的旅游新线路，给乡村振兴注

入新活力，在王琼带领下，村里以农旅融合为

抓手，依托自然资源、红色资源和莲雾产业，

建起了莲雾庄园。

庄园除了莲雾种植，延伸设置有游客接

待中心、舒适民宿区、农家餐厅和共享菜园等

区域，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风光，一站式满

足采摘、餐饮、度假等需求。

“今年春节，我们推出的‘乡村一日游’

活动受到了游客好评。村民们一边种植莲

雾，一边接待游客，可以获得双份收入，村里

的三产融合发展终于初具规模。”王琼自豪

地介绍说。

改善道路、电网、水利等基础设施，绿

化、亮化、美化村容村貌，建设文化阅览室、体

育运动场、乡村卫生院、学校教学楼等公共设

施……在王琼带领下，茄苪村的颜值不断提

升，实现了美丽蜕变。

谈及村子未来发展，王琼表示，将借助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口江东新区发展等政

策东风，打造国际化乡村社区，吸引来自不同

国家的人们在此定居、创业，实现经济持续增

长和乡村振兴。

王 琼 带 领 村 民“ 种 ”出“ 火 红 ”致 富 路 ——

茄苪村出了个“莲雾书记”

鸟类医生

火化班班长刘阳和工友们一起用心温暖逝者“最后一程”——

“生命终点站”的“摆渡人”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葛慧君

“你看那个圆绣片，下面是一只黑猫，上面是一只紫蝴蝶，

它俩绣在一起谐音‘耄耋’，寓意长寿”“这个绣片是一个小孩

坐在麒麟上，寓意麒麟送子”……近日，在郑州博物馆 4楼“锦

绣云霞”展厅，刚拖完地的保洁员孙宝菊快步走向驻足观看展

品的游客，只见她把工具往旁边一立，便滔滔不绝地开始“输

出”文物介绍。

今年春节期间，郑州博物馆冲上了热搜，保洁员孙宝菊气

势拿捏精准、讲解头头是道的短视频刷屏全网。网友纷纷点

赞她是“博物馆里的‘宝藏阿姨’”，也有网友感慨，“不管什么

职业，热爱知识，不断学习，都有出彩机会。”

今年 56 岁的孙宝菊在郑州博物馆从事保洁工作已有两

年多时间。2023 年 3 月，她被分配到“锦绣云霞”展厅当保

洁员。该展厅展品以云肩绣品为主，绣品上绣有图腾神仙、花

鸟鱼虫、戏曲人物等，是郑州博物馆的热门展厅之一。

“云肩常常让我想起小时候妈妈为我绣的虎头鞋，上面不

同的图案，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就像云肩上的绣片一样，每一

片都寓意吉祥如意。”孙宝菊说。

渐渐地，孙宝菊开始对文物产生兴趣。工作之余，她仔细

留意每件云肩的简介，每逢讲解员带领游客参观，她就跟在一

旁认真学。遇到不懂的地方，她就戴上老花镜，吃力地在手机

上输入、查询、背诵……几个月下来，这里的每一件云肩、每一

个纹样，她都烂熟于心。

“有些游客大老远跑来，错过了馆内的讲解时段，我就帮

忙解答一些问题，不让游客留遗憾。”说话间，孙宝菊从腰包里

掏出抹布，轻轻擦拭着展厅玻璃上的指印。

在孙宝菊带动下，保洁员吴留萍和段秀姣也化身“兼职讲

解员”，加入“宝藏阿姨”队伍。

“这件文物是弦纹铜盉，主要用途是盛水来调和酒味的浓

淡，也就是调酒器。”在郑州市博物馆“创世王都”展厅内，吴留

萍对展厅内的每件藏品如数家珍。“能有机会把青铜文化知识

传播出去，我在这里工作更有价值了。”吴留萍说。

不同于“创世王都”展厅内的厚重，踏入“豫声豫调”展厅，

一面挂满豫剧花脸的脸谱墙引得不少游客驻足，时不时有游

客主动来询问段秀姣。“从小就爱听豫剧，学习了展品知识后，

不仅加深了对戏曲的了解，还通过讲解，和不少游客成了朋

友。”段秀姣说。

“博物馆是传承文化的空间，我们也希望馆内有更多‘宝

藏阿姨’把河南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得越来越好。”郑州市博

物馆副馆长郭春媛告诉记者，博物馆会对保洁阿姨进行适当

奖励，鼓励她们保持学习热情，同时也会请专业讲解员为她们

答疑解惑。

3月 26日，在辽宁沈阳毅佳动物医院，
姜代山（右）和护士对受伤的大鵟进行外伤
检查。

姜代山是沈阳毅佳动物医院的一名医
生，同时也是沈阳猛禽救助中心的主治医
师，从2012年开始一直从事猛禽和其他鸟
类的救治工作。

一旦有受伤的鸟类被送来医院，姜代
山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询问病情、外伤
检查、血检和X光检查、化验粪便……从最
简单的喂药到复杂的骨科手术，面对各
类鸟类受伤情况，姜代山都能够从容应
对。每年姜代山救治的受伤鸟类达 100
多只。

“我本身就对动物和大自然非常喜欢，
大学也学习了动物医学专业，目前的工作
既能发挥专业特长，又能实现自身价值。”
姜代山表示。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本报记者 柳姗姗 彭冰

搬抬遗体、鞠躬礼送、调压点火、冷却捡

灰……3月 28日，在吉林省长春市殡葬服务

中心殡仪馆的火化车间里，长春市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火化班班长刘阳和工友们正井

然有序地进行各项作业。滚烫的火炉前，刘

阳神情肃穆，满是对生命的敬畏。这一天，

他和班组成员陪伴百余名逝者走完了人生

的“最后一程”。

长春市殡葬服务中心殡仪馆是长春主

城区唯一的殡葬场所，每年约有两万名逝者

在这里走向“生命终点”，遗体火化师刘阳就

是“生命终点站”里的“摆渡人”。

由于工作特殊，刘阳的职业直到现在仍

被不少人排斥和回避。不过，经历了无数次

“摆渡生死”的磨炼，刘阳在默默坚守中始终

以积极阳光的心态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并

在岗位上不断收获内心的充实。

考验水平的技术活

3 月 28 日，农历逢九，按照当地“七不

出，八不葬”的传统民俗，火化班在这一天要

干完相当于 3 天的工作量。清晨不到 4 点，

天还未亮，刘阳和工友们便已全部到岗。

更换工作服、佩戴工号牌、检查火化

机……麻利地做完一系列准备工作，刘阳

一头扎进紧张忙碌的火化程序里。

因为需要实时观察遗体火化情况，随时

调整设备参数，刘阳没一会儿就出了不少汗。

提到遗体火化师，很多人认为这是个

“胆子大就能干的体力活”，实际不然。刘阳

告诉记者，火化机包含炉体、风气系统、电控

系统等，需要定期维护，火化机工作时一旦

发生故障，不仅会影响车间工作效率和殡仪

馆形象，还会影响逝者家属情绪。

“炉内火焰呈蓝色是燃烧的最佳状态，

需要随时调节风阀控制火苗大小。”与影

视剧中白细的骨灰不同，高质量的火化是

在最短时间内烧出干净且相对完整的骨

灰 。 由 于 每 具 遗 体 的 自 然 状 况 、冰 冻 程

度、易燃情况不同，必须依靠火化师用经

验做出判断。

火化技术需要老师傅手把手地教，从新

手到高手，少则需要两三年，多则需要五六

年。因为勤奋、爱琢磨，刘阳上岗后半年就

能独立操作。

火化机里包裹线束的拖链通常是前置

的，工作时顺着炕面底部进入火化炉，由于

是塑料材质，在高温环境下氧化特别快，半

年左右就要更换一批。刘阳和工友们一起

琢磨，把拖链从前置改成了后置，使用寿命

延长到了 1年以上。

类似这样的小改小革还有很多。“我们

就是想尽自己所能，把这份工作做好，让逝

者得以安息、生者得以慰藉。”刘阳说。

“再苦的差事也得有人去干”

火化班平均每天要火化五六十具遗

体，面对高温的熏烤、刺眼的火光、呛人的

粉尘，刘阳和工友们不仅要懂技术，更要能

吃苦。

“最怕三伏天，十几台炉子运行起来车

间就像一个大烤箱，4 个空调全开着，温度

也有 40 多摄氏度，即使啥也不干也会出一

身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就到空调出风口

前喘口气。”刘阳说，火化班 22 个人清一色

是“大老爷们”，平均年龄不到 40岁，大部分

都是本科学历。

每位遗体火化师初入行时都要克服生

理和心理上的障碍。时至今日，刘阳仍清晰

记得老师傅带着他火化第一具遗体时的情

景，“一整天啥也吃不进去，适应了一周才缓

过来”。

今年 46 岁的刘阳并非专业出身。2014
年之前，他一直在救助管理站工作，后来在

民政系统内部的岗位交流中被选派到殡仪

馆成了一名殡仪车队司机，并一步步升任

到车队中队长。因为踏实能干，还有一副

热心肠，他又被领导选中“空降”到火化班

当班长。

“在哪儿都是服务社会，再苦的差事也

得有人去干。”言谈中，刘阳性子里的洒脱展

露无遗。两番被调到别人避之不及的岗位，

他从没讲过条件。

刘阳成为班长后，班组陆续进了七八个

新人。每次来新人，他都会如兄长般地耐心

陪伴其度过适应期。

“刚来时，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在单位走

路，又不好意思说。班长心细，每天都会早

来，到门口接我一起走，我值班时他也陪

着。”90后小伙杨康对此十分感激。

期待理解与尊重

初见刘阳，他略显拘谨，记者主动提出

握手，他才迟疑着伸出手来。“不是我不够热

情，实在是这个职业特殊，我从来不主动跟

别人握手，就怕对方有忌讳。”刘阳说。

表面能看到的苦、脏、累，只是遗体火化

师需要“承受之重”的冰山一角。出于对死

亡的忌讳，大多数人对殡葬行业及其从业者

或多或少带有偏见，对遗体火化师尤甚。刘

阳和工友们被动地养成了一些习惯，比如，

不主动抱别人的孩子，不看望病情严重的患

者，不会参加朋友的婚礼。“就怕让人觉得不

吉利。”刘阳说。

初入殡葬行业，刘阳的儿子还在上幼儿

园，小朋友们聊天时喜欢问各自父母的工

作，他听到儿子说起自己的工作，心里多少

有点儿不是滋味。“我跟儿子说，爸爸的工作

叫殡仪车队司机。他还小，不太懂，但是我

会跟他解释，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殡

葬是必须面对的人生大事……”

虽然家人都很支持刘阳的工作，不过当

初要调到火化班时，妻子心里还是有些犯嘀

咕，“能不去吗”“你不害怕吗”……出于对丈

夫的理解和心疼，妻子最后也只是默默叮

嘱，“下了班要好好洗澡。”

“我真不觉得干这个工作掉份儿，反而

是这份工作让我看淡了名利纷争，更懂得珍

惜现在拥有的一切，更珍惜健康与亲人，并

对生命充满敬畏。”刘阳说，他会一直坚守好

自己的岗位，用周到的服务为逝者守好人生

“最后一站”，温暖“最后一程”。

“希望社会对殡葬行业从业者有更多的

关注、理解和尊重，用平常心来看待他们，少

一些排斥和偏见。”采访快结束时，长春市殡

葬服务中心工会主席张蕾对记者说。

遗体火化期间，
刘阳需要实时观察燃
烧情况，并调整设备
参数。
本报记者 柳姗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