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3月8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 张 奇
校对 / 郭 娜

胡启龙

本版策划：路丽华

本版统筹：闫淑娟

本版摄影：曹 伟

程 婧

晚报版

0808//0909版版

扫
描
二
维
码

图
文
更
精
彩

花开花开 璀璨芬芳璀璨芬芳““““““““““““““““““““““““““““““““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八””””””””””””””””””””””””””””””””

“金大夫，我来了！”

“金大夫，你扎针一点都不疼！”

孩子们口中的金大夫，名叫金丽，是市中医院眼科医

生。从业11年来，她爱岗敬业，严谨认真，踏实坚韧，在奋

斗中绽放新时代最美芳华。

当今，受电子产品等影响，很多孩子小小年纪就戴上

了眼镜。针对患者实际，金丽不断钻研，充分发挥中医药

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根据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

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听伤脑、久思伤脾的理论，摸

索出了一套防治近视的中医特色疗法，能够帮助孩子打

开经络，改善视细胞功能，防治近视、延缓近视度数增长

效果显著，受到了很多家长的欢迎。

小学生李宇欣是众多近视眼患者之一。刚开始，她

很害怕，拒绝施针。金丽耐心地给她做心理疏导，直到宇

欣答应试试。治疗过程中，金丽一边行针，一边柔声鼓励

宇欣勇敢一些，不知不觉中，针就扎上了，她很意外地说：

“刚扎时有一点疼，扎进去后就不疼了，完全没我想象得

那么可怕！”于是，她愉快地接受了此事。经过十几次的

综合治疗，宇欣的视力开始稳步提升，从0.6提高到1.2，宇

欣的妈妈很高兴，逢人便说：“多亏遇到了金大夫！”

3月5日，星期日，金丽早早地来到办公室，不一会儿，

孩子们便陆续来了。她有条不紊给他们检查、施针、叮嘱

家长下次预约时间等。送完一拨又一拨的孩子，就到了中

午时间，她这才闲下来喝口水、润润嗓子。中医治疗按疗程

来，孩子们一般4天针灸一次，白天他们要上学，只能趁着

晚上下学和周末治疗。为了保障疗效，金丽的上班时间随

着孩子们走，晚上常常加班到八九点，周末更是从来没休

息过，但是，她从不抱怨，说：“这是作为医生的职责！”

多年来，金丽已累计为500多名孩子施针，帮助他们

在发育阶段延缓近视程度加深，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护

眼天使”。 （闫淑娟）

施针治疗施针治疗

“把爱的阳光播撒到每个孩子的心田，

以爱引领、用心培育……”隽秀有力的笔

迹，刻录着一位为人师者“以爱施教”的育

人观。

3月7日下午，在市城区文苑街的逸夫

小学，记者见到孙美芳时，她正在记录当天

的教学日记。尽管已为人师26年，但她对

这个岗位、对孩子们的爱，始终如一。

“每个孩子都是可造之材，就看你能不

能因材施教；每个孩子都有闪光点，就看你

有没有一双慧眼。”作为逸夫小学四年级5

班的班主任，无论是积极表现、成绩突出的

优等生，还是调皮捣蛋、考试掉尾的学生，

在孙美芳看来，他们都有“闪光点”。作为

班主任，首先要正视他们与生俱来的差别，

其次要找到他们属于自己的“闪光点”，然

后用一个“闪光点”点亮更多“闪光点”，帮

助他们一步步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孙美芳的学生中，曾有一个“不能靠

近”的孩子——小伟（化名）。“几乎每个靠

近小伟的孩子都被他抓伤过”，尽管也曾恼

火，但孙美芳没有一“训”了之，而是透过他

的行为追根溯源，进而解决问题。

“孩子的言行，更多是对原生家庭的投

射。”找到小伟喜欢“出手”的原因后，孙美

芳一方面提醒家长给予孩子更多关爱和引

导，另一方面在课堂上给予肯定，“比如作

文写得好，哪怕只是一个词一个句子，都会

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他。”渐渐地，小伟原

本蜷缩成一团的身体挺直了，脸上有了笑

容，课堂上也积极主动起来。

不仅让孩子感受到爱，更要引导他们

传递爱。“我和几个老师去孤儿院送温暖，

专门把他也带上。”在孙老师“爱的感召”

下，小伟越来越自信，心理健康了，成绩也

在稳步提高。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表现

优异的中学生。

通过有针对性的引导和纠正，培养良

好的学习习惯；让全班学生“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干”，培养他们的责任感、集体荣

誉感……在孙美芳看来，教书育人有无数

种方式方法，但用心接纳、用爱浇灌是永远

不过时的“秘诀”。 （张莉芬）

课堂内外遍撒阳光
“一眼望去绿油油的，都是希望！这

是农民增收的希望，农业大有可为的希

望！”在榆次区北田镇张胡村的育苗基

地，望着整齐排列的穴盘里生机勃勃的

秧苗，晋中洪正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带

头人常荣花笑得眉眼弯弯。

“90后”的常荣花是土生土长的农家

娃，祖辈世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农家生活。2012年，她从哈尔滨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干过茶叶销售，干过

公岗，但都不甚顺手。后来，在父亲常志

宾的提议下，她回到父亲经营的育苗基

地，帮父亲管理苗场。

“大学生回村育苗，亏不亏？”面对质

疑声，起初常荣花有点抬不起头。面对

大家“苗二代”的戏称，她也有过尴尬。

但随着时间推移，在一次次走进大棚学

育苗中，在无数次跟着父亲走市场、跑销

售中，常荣花的思想慢慢变了，“看着自

家育出的秧苗经过农民一年侍弄，帮他

们实现了增收梦，看着老乡们因为瓜菜

丰收绽放出的笑脸，我心里特高兴、特自

豪！”正是在无数次和老乡的交集中，在

一年又一年收获中，常荣花释然了，“种

出粮食和蔬菜，农民真的很伟大，我也要

当好这个育苗人！”

如今，常荣花身负工程造价、营销、

宣传推广等重责，但只要有时间，她就会

去苗场跟老农学育苗知识、了解新技

术。她已然从一个苗“小白”成长为一名

懂敬畏、对育苗产业充满热爱的专业人

士。但她深知，自己知道的只是“皮毛”，

育苗技术更新换代很快，对她来说，学习

的空间仍然非常大。2020 年 1 月，在原

先龙昕育苗的基础上，常志宾创建晋中

洪正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业是瓜菜

育苗与推广，而常荣花也接过了父亲的

接力棒，成为掌舵手。

拥有育苗棚 12 座，生产规模达到

3000 万株左右，年营业额接近 1500 万

元。这一组数字记录了常荣花成长的印

迹，也记录了她付出的智慧和汗水，在苗

木青青的广阔田野里，常荣花尽情描绘

着属于自己的广阔蓝图。 （史俊杰）

育苗棚里耕织希望

手中的针线、指尖的刺绣，仿佛画家手中

的笔墨丹青；上下飞舞的双手，仿若舞者般灵

动秀气；绣出的作品，犹如璀璨精美的图画，充

满着炽热的情感……这一切，描绘的是一位大

山里的非遗传承人范素萍。正是她，让偏于乡

土、实用而陷入贫弱的牵绣显露出新的希望。

1965年，范素萍出生在和顺县团北村一户

牵绣世家。“我自小就喜欢画画。那时候没书

看，就整天去庙里，墙上有很多壁画，我就照着

画。”范素萍讲起童年，不时大笑，“我的手艺是

跟奶奶和母亲学的，13岁我就能做鞋垫、虎头

鞋和枕顶了。”

“这个就叫牵绣，历史久远，可追溯至战

国。牵绣最大的特点就是天马行空，构图和配

色不拘一格，且只能手工制作。”范素萍拿出一

副鞋垫作品介绍，民间无金箔，人们就用彩线

绣“十果鞋”。为了结实、耐磨，用多层布裱糊，

有时还需要填充棉花形成堆鼓。这需要较大

的手劲，每一针每一线都必须用力牵紧，故称

牵绣。范素萍伸出双手，果然，手指粗糙，茧也

很厚。

2004年，醉心于牵绣的范素萍获得了人生

中的第一个金奖——和顺漏边刻绣金奖，那一

次得奖，令她信心大增。2009年，她前往杭州

进修归来后，牵绣技艺突飞猛进，创作了“堆鼓

秀”《和谐中国》《和谐长寿》两幅作品，同年成

立了自己的牵绣工作室。2011年获得国家级

“百花奖”金奖和24个绣种精品展金奖等，迎来

了事业顶峰。

“现如今，我们的多个大型牵绣壁画作

品被北京博物馆、台州博物馆、山西博物馆

等收藏。”即使面对众多赞誉，范素萍仍能潜

心创作。

“为工忌巧，持之以恒。”只有心怀美好图

景并不断为之奋斗的人，才能到达工艺的至高

境界。大山里的范素萍，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闫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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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上盛开牵绣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大地呈现出勃勃生

机。这几天，“巾帼新农人”郝卫芳和她团队的

成员正在广东省江门市的天然富硒土地上试种

山西小米。如试种成功的话，山西的富硒小米

将从黄土高坡走向南粤大地的田间地头。

“80后”的郝卫芳成为“巾帼新农人”还要从

她的一次返乡经历说起。2015年，大学毕业后

一直在外打拼的她因病回到榆次区长凝镇西见

子村休养，婆婆每天给她熬自家产的黑小米粥

喝。身体状况好转后，闲不住的她试着在微信

朋友圈里推销婆婆家种植的黑小米，出乎她意

料的是，经过在微信朋友圈的推销，黑小米非常

受欢迎，回头客也很多。

在网上销售黑小米成功后，郝卫芳和丈夫

决定回乡当新农人。2016年上半年，他们在西

见子村牵头成立晋中市丰谷源种植专业合作

社，带领56户村民种植黑小米。“我们种的是山

西省农科院培育的富硒黑小米专利品种，微量

元素含量比传统品种小米丰富，营养价值更

高。我们实行精细化、绿色化管理，比粗放的传

统种植方式更加先进，让小米的品质和产量更

加有保障。”郝卫芳说。

“就在合作社成立的那年，合作社生产的富

硒黑小米全部售罄，种植户平均每亩增收600多

元。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其他农户纷纷申请

加入合作社。”郝卫芳说，2017年，合作社种植规

模扩大到1000亩，开始向周边县扩展，并注册成

立了丰谷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黑小

米等农产品的加工与销售，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对农户种植的黑小米或托管

或订单收购。此外，她和丈夫还大力发展循环

农业：谷子秸秆用来喂牛羊，谷糠用来酿

醋。这样一来，延伸了产业链，谷子的附

加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

提及自己的梦想，郝卫芳说：“我还要

继续努力，把黑小米产业做大做强，为乡

村振兴奉献一份巾帼力量。”（张凯鹏）

田间地头引领振兴

3月6日，记者来到榆次区花园社区，

刘雪连正耐心地为一位申请办理低保的

居民讲解流程。作为一名长期在基层工

作的社区干部，她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

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时

时刻刻想着群众需求，得到了大家的一

致赞扬。

几年前，一位70多岁的王阿姨来到社

区办事时突然发病，刘雪连赶忙对其进行

施救，并联系120送往医院急救。医生说

王阿姨血压高，心率不齐，幸亏身边有人

救治，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刘雪连得知王

阿姨没有危险之后，才松了一口气回家休

息。榆次区阁后街20号平房居住着56岁

的申某，因小脑萎缩，下肢瘫痪坐着轮椅，

刘雪连也是跑前跑后帮助他办理低保，之

后帮他申请了廉租房，当得知他没有搬家

费用后，刘雪连又花200元雇搬家公司帮

他搬家。申某感冒生病时，刘雪连也是第

一时间去到申某的家中帮他做了一碗热

腾腾的西红柿面，申某感动得流下了眼

泪。多年来，发生在刘雪连身上类似的事

情数不胜数。

每当夜深人静，刘雪连躺在硬板床上

腰痛难忍，用艾灸灸着变形的手指时，她

才会猛然感觉自己的腰椎间盘突出似乎

更严重了。在她的枕头旁边和口袋里随

时准备着速效救心丸，生病难受时吃完药

继续为社区居民服务。

也许是刘雪连的亲和力感染了居民，

一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小事，大家都

来找这位美丽的刘书记，刘雪连也乐意倾

听他们的心声。“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多

一点微笑，居民就多一分理解，所有居民

都和我的家人一样，看到他们就很亲切，

这也是社区工作的意义所在。”刘雪连如

是说。 （马永红）

立足社区默默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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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居民服务居民

师生情深师生情深

春光明媚春光明媚，，微风不燥微风不燥，，照亮前行照亮前行
的路途的路途，，惊艳花朵的芬芳惊艳花朵的芬芳。。

大道如砥大道如砥，，奋斗如歌奋斗如歌。。新时代新时代
是奋斗者的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者的岗位中奋斗者的岗位中，，
女性挑起半边天女性挑起半边天。。她们在医者仁她们在医者仁
心心、、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工厂生产等一线工厂生产等一线，，用用
心用情做好本职工作心用情做好本职工作，，用女性的认用女性的认
真和韧劲真和韧劲，，促进行业进步促进行业进步，，彰显时代彰显时代
伟力伟力，，展现女性风采展现女性风采，，创造着属于自创造着属于自
己的精彩人生己的精彩人生。。

护眼岗上绽放“睛”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