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李彦伶 文/图

近日，记者走进西安市临潼区阳光

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洁净宽敞的牛舍，

总经理郝洁玲正仔细检查着牛舍卫生

情况。

自 2005年公司创建以来，郝洁玲

积极投身奶牛养殖事业，先后实施了

西安市科技富民工程、市级现代农业

园区等项目，园区奶牛存栏量由 500
余头增加到 1200 余头，坚持以新型

农民为主体，以“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增收

致富。

“感谢公司提供帮助，让我们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生活越来越有盼头！”村

民王新民说，一年下来可以赚 3万余

元，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公司年底都会给我们保底分红，

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村民张军放

高兴地说。

郝洁玲表示：“公司将以奶牛养殖

为载体，发展观光旅游，辐射带动更多

群众增收。”目前，公司牛舍面积达9500
平方米，现有荷斯坦奶牛1000余头，日

产鲜奶 12吨，是集良种奶牛引进、销

售、养殖示范于一体的标准化奶牛场。

据了解，公司流转周边耕地450亩，

种植玉米和小麦。粪水管道回收系统

可自动将奶牛产生的粪水收集起来进

行干湿分离，干粪进入堆粪棚堆积发

酵，晾晒后进入牛床垫料，污水则运送

到发酵池，发酵后肥水还田使用，为田

地提供大量有机肥料，变废为宝。

“这种绿色施肥还田方法大大改善

了土壤环境，既增加了土地有机质，又

绿色环保。”郝洁玲表示。

在致力于企业发展的同时，郝洁玲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热心支持社会公益

事业，先后向郑州等水灾严重地区组织

捐款13万余元，并亲自运送捐赠物资；资

助家庭困难学生完成学业；疫情期间捐

款捐物5万余元；带动周边村庄种植牧草

5000余亩，每年向周边群众收购优质青

贮饲草，多渠道拓宽群众致富路……

谈及未来企业发展方向，郝洁玲

表示，将带领企业在追求绿色养殖的同

时，计划建成一座奶牛主题公园，打造

产学研基地，让更多群众受益。

“作为一名陕西省三八红旗手，是

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将带着这

份荣誉，坚持做好本职工作，带动农村

妇女增收致富。”郝洁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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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巾帼红” 奉献“她力量”

□ 记者 刘凡銆

她用特别的爱，守护“折翼的天使”，

默默坚守三尺讲台，将学生视为自己的

孩子，以爱唤爱，以智启智；她潜心钻研

教学，用专业专注促进特殊学生适性发

展，让一批批学生回归主流、回馈社会，

以特殊教育之暖，驱散残障之寒。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不管残疾程

度轻重，都享有平等的尊严和受教育的

权利。”在党红妮看来，爱是最好的教

育，让残障孩子的人生拥有能够出彩的

机会，是特殊教育老师的追求与责任。

1999年，党红妮进入商洛市特殊

教育学校，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扛起了

班主任的担子。面对生活在残缺世界

的孩子们，她感到一切都是那么难——

和孩子们说话，他们听不到；和孩子们

打手语，他们看不懂。

“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最终

让我留了下来。”党红妮说，希望通过

倾注更多的爱，为孩子们打开一扇了解

世界的窗口。

为了尽快进入角色，党红妮向其他

特教老师取经，收集特教书籍，探索特

殊教育教学方法。她在教学实践中领

悟到，特殊教育是“慢”艺术，是有温度

的教育，带领学生们洗脸、穿袜子、系鞋

带，教他们学知识、学生活、学技能。

在学生眼里，党红妮是老师，是医

生，还是妈妈。学生生病，她第一时间

带学生看病求医、抽血化验，日夜守护

直到康复；有的学生腿脚不便，她带着

学生做康复训练，搀扶着学生上下楼；

有的学生家庭贫困，她联系爱心人士寻

求资助，竭尽所能地为孩子们提供生活

保障……

“特殊学生就像是七色花瓣，习惯、

性格、智力、能力都有差异。”为了帮助

特殊孩子更好更快回归主流社会，党红妮

针对不同孩子量身定做教育方案，坚持

分层教学，因材施教，开展个别化训练。

学生小新是一名自闭症儿童，党红妮

查阅了大量资料，加入网络社群调查研

究，发现“编写社交故事”的教育方法适

合小新，并根据小新的日常生活经历，

去编写、设计不同故事，将生活情景在

课堂中再现。

通过对小新的关注，党红妮发现，

小新对色彩很感兴趣——只要给他

一张纸、一支笔，他就能立刻安静下来，

忘情地画上许久。于是，党红妮为小新

报名参加了书画兴趣小组，继续培养

小新的特长。

令党红妮欣慰的是，在绘画过程

中，小新逐渐开始用“老师，红色”等词

语表达诉求。这些色彩绚丽、充满想

象的画作，还被学校选送参加了省级

展览。

在党红妮的主导下，学校相继开设

了以掐丝珐琅画、水钻贴画、刺绣等为

主的手工课，以缝鞋垫、家政、理发等为

主的劳动技能课程，以洗车、种植、通用

技术等为主的职业教育课……同时，

她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研学与社会实

践，回访残障孩子，帮助他们自主创业。

目前，党红妮教过的学生有的进入

更高学府深造，有的走上工作岗位，从

事缝纫、首饰加工、家具安装等工作，成

为自食其力的社会劳动者，陆续有200
余名学生融入了社会大家庭。

这些年，党红妮先后荣获第九届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优秀残疾人文化工作

者等荣誉，对她而言，这些荣誉是鼓励

也是鞭策。在继续帮扶残障孩子的同

时，党红妮致力于培养青年教师，在省

内外做师德讲座 20余次，为教师作专

业培训 10余次，将所得所获悉心传授

给年轻教师，期待有更多人加入守护残

障孩子的队列。

“有哲学家说过，教育意味着一棵

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呼唤另一朵

云。”党红妮说：“我愿意永远做那棵树、

那朵云，为残障孩子守候幸福。”

党红妮：扎根特殊教育 守护“折翼天使”

□ 记者 白瑶

3月 6日，在陕西省纪念“三八”国

际妇女节114周年表彰大会上，榆林市

绥德县焉头农副产品购销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田俊莲被授予2024年省三八红

旗手标兵称号。随后，她在朋友圈写下

了这样一句话：“今天心情无比激动，获

得的荣誉给了我继续助力山地苹果产

业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持续为苹果产

业发展奔走。”

今年 61岁的田俊莲高中文化，是

墕头村方圆数十里的苹果销售能人。

在百姓眼中，只要苹果交给田俊莲，就

能变成致富的“金果子”。

2007年，周边村子的几户果农因

苹果难卖找到了田俊莲。当时的田俊莲

正干着销售土豆的营生，便决定先拉

一车苹果去“试试水”。“一下午一车

苹果就卖完了，一些客商还特意跟到

村里来收购。”田俊莲回忆说。

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果农找上了

门，田俊莲正式开始了苹果销售之路。

一次参加农业培训学习班时，

田俊莲了解到其他地方成立农业合作社，

带动了村庄发展。2008年5月，经相关

部门指导，田俊莲联合几户果农，成立

了农副产品购销专业合作社，主营苹

果，兼营其他农副产品。

长期以来，不少果农认为果树枝条

越密，越能多结果，导致果树枝量过多

影响光合作用，苹果产量和经济效益均

出现下滑现象。

“墕头村地处陕北山地苹果优生

带，产出的苹果一定会有好前景，当务

之急是要改良果园、提质增效。”田俊莲

积极向有关部门争取技术和项目支持，

邀请果树专家和技术人员指导，开办种

植技术培训会，让周边果农免费学习新

技术，鼓励果农剪掉果树多余枝条。

一听要剪掉果树枝条，果农们迟迟

不愿动手。为了让果农们相信剪枝后

的成效，在征得一户果农同意后，田俊莲

率先在该果农的果园中进行了剪枝

试验。

那年秋天，这户果农的果树挂果率

全村最高，听到消息的其他果农们终于

认识到剪枝的好处，传统种植观念得以

转变。

在田俊莲的带领下，墕头村一半

以上的农户从事苹果种植，还带动周边

40多个村的村民种植苹果。

随着苹果品质和产量的不断提升，

2015年田俊莲注册了公用山地苹果商

标“墕头红”，获得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

保护认证和国家有机苹果认证。

“市场宽了，苹果才能走出去。”

田俊莲带着“墕头红”山地苹果积极

参加全国各类博览会、展销会等进行宣传

展销，通过线上线下、电商、店商相结合

的方式，不断提高品牌知名度。

如今，“墕头红”山地苹果已走入上

海、济南、武汉等 10多个城市，还出口

俄罗斯、尼泊尔、泰国等国外市场，果农

年均收益10万元以上。

近年来，为带动更多妇女发挥“半

边天”作用，田俊莲吸纳村里妇女们参

与苹果产业发展。据了解，在合作社的

员工中，妇女人数达到一半以上，在选

果、套网、装袋、装箱等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谈及今后计划，田俊莲表示，将进一

步推广新技术，发展种养结合、苹果加工

业，逐步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更

多果农加入到苹果产业发展中来。

□ 记者 张涵博

被授予陕西省三八红旗手称号后，

西安百花门业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丽感慨道：“获得这么高的荣誉，我

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自己有责任

带领更多女性不断奋斗、追逐梦想。”

对袁丽来说，进入建材家居行业是

一种传承。2003年，她的父亲创立了

西安百花门业建材有限公司，创立公司

伊始，袁丽就加入公司，先后从事招商

和管理工作。

作为一名女性，在最初进入这个行

业时，袁丽面对着性别刻板印象和社会

偏见，如何建立信任和权威，一度是她

面临的最大课题。

“身边的朋友惊讶于我的选择，质

疑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孩能否在复杂

的市场环境中站稳脚跟，能否管理好一

个团队，客户和合作伙伴也倾向于与拥

有传统‘硬实力’的男性企业家合作。”

为了打破这种固有观念，袁丽一头扎进

建材家居市场，投入了大量时间提升专

业技能，通过成功的项目案例证明了自

身能力与价值。

2010年，袁丽接过了父亲的接力

棒，正式担任西安百花门业建材有限公司

负责人，并于2022年10月收购了西安明

珠家居有限公司，在这个总面积 10万

平方米的商场里开拓新的事业版图。

当前，建材家居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袁丽的工作团队敏锐地抓住全媒体

时代机遇，开展线上线下营销活动，为

广大群众提供舒适、放心的购物环境及

“环保健康、品质卓越、性价比高、风格

迥异”的家居产品，实现了与商家的共赢。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摘下“企业

家”的标签，袁丽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大儿子今年即将参加高考，小儿子8岁。

工作之余，她尽量每晚抽出时间辅导

孩子功课。

袁丽深知职业女性把握家庭与职

场之间平衡的不易，努力为“她们”在工

作和生活上提供支持和保障——在公

司设置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为职工、商

户的孩子提供书籍及学习场所，为妈妈

们缓解压力；邀请专业老师开展培训，

提升女性职业技能；建立女员工调节

室，鼓励大家说出烦恼；组织商城女员

工开展妇女节表彰、母亲节插花、户外

采摘等活动。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区妇

联工作者，她还成立了爱心驿站，为弱

势群体和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充电、饮

水、热饭、阅读等亲情化服务。

要释放“半边天”的智慧和能量，

并非易事。妇女权益如何维护？女性

职场的“天花板”怎样破除？女性健康

如何保护？这些都是身为西安市未央

区政协常委的袁丽在履职中最关注的

议题。近年来，她通过定期在委员工

作室接待来访女性群众和开展个人调

研，用眼睛看最真实的情况，用耳朵听

最真实的声音，提交了多件提案，在建

言资政中助力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全

面发展。

“我特别关注妇女创业就业问题。”

袁丽说，自己通过提供咨询服务、资金

支持、市场推广、就业岗位等方式，帮助

女性克服困难，实现经济独立。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巾帼奋进

是最美的风景线。袁丽表示，希望通过

自己的奋斗历程，鼓舞一个个“她”勇毅

前行，让她们认识到只要有热情、有梦

想，就能够在任何行业中实现价值。

袁丽：书写“半边天”的美丽人生

袁丽 受访者供图

□ 记者 李彦伶

“一份荣誉，一份责任，一份坚守，一

路成长，愿在平淡的日子里闪闪发光！”

3月6日，陕西省三八红旗手王艳说。

作为礼泉新希望养殖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多年来，王艳致力于打造集

种养结合、生态循环为一体的现代化生

态农业产业园，采用“合作社+基地+农

户+品牌”四位一体模式，吸纳 12名女

大学生实习，2名女大学生就业，为120
名失业妇女提供就业机会。

“感谢合作社为我提供了工作机会，

我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合作社工人

马江妮说。毕业于杨凌农业职业学院的

马江妮之前在外打工，收入不稳定，和

丈夫一起在合作社工作以来，日子是

越过越好。

2014年，王艳和丈夫成立了陕西嘴

巴公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公司主营万

头养猪场和36个温室大棚，种植阳光玫

瑰、黄金蜜葡萄、彩色小麦，集种植、养殖、

观光、采摘、研学于一体，是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的“排头兵”。公司自建成以来，固定用

工30余人，零工每天几十个人，带动本村

及周边群众实现了就近就业。

礼泉县烽火镇小应村村民张飞远

的儿子患有先天性疾病，平日由媳妇在

家照顾，生活重担全落在张飞远一人身

上。得知情况后，王艳在嘴巴公社为他

安排了一份工作，收入较为稳定。

多年来，合作社共吸纳 62 户群

众入股，共计分红35.6万元，为8名困难

群众签订常年劳务合同，帮助有养殖

基础的群众放养仔猪4000余头，提供养

殖技术和资金，培训妇女680人次，带动

妇女增收580人。

为帮助更多女性就业，王艳定期开

展就业创业培训、政策咨询等服务，提供

种植、养殖技术等岗位，带动妇女积极参

与乡村产业发展、创业致富。

“感谢王理事长，为我们妇女就业提

供帮助，每月都有固定收入，有了底气，自

信心也增强了！”合作社的妇女们感慨道。

“养殖是合作社发展的基础，我们

致力于为社会提供安全放心的有机食

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

动群众实现共同致富。”王艳说，未来将

打造集生态循环、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化

农业基地。

王艳：在平淡的日子里闪闪发光

王艳

田俊莲：把苹果变成致富“金果子”

郝洁玲：做好本职工作 助农增收致富

党红妮和学生们在课间讨论交流 受访者供图

田俊莲（左一）正在将采摘的苹果装箱 受访者供图

脱贫攻坚中的“她奉献”，抗击疫情中的“她力量”，

科技攻关前沿的“她智慧”，社会服务领域的“她精神”……

千千万万个“她”立足不同行业领域彰显巾帼担当。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114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在此，

谨向身边每一位“她”致以深深的敬意，汲取榜样力量，争做

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巾帼新篇章。

郝洁玲正在打扫牛舍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