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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腔真心，倾情致力农技推

广；她，满怀热情，积极参加科技助

农巾帼志愿服务行动；她就是太谷

区妇联兼职副主席、太谷区水秀镇

科普惠农服务站站长、水秀镇妇联

执委张宝艳。

毕业于农校，且一直生活在农村

的张宝艳对农业，特别是对农民，始

终怀有真挚的感情和质朴的情怀。

30多年来，她走田间、到地头，面对

面、手把手进行农业生产技术指

导，只要有农户的地方，就有

她为农服务的身影。此外，她

还通过抖音、微信群等平台

进行科普，竭尽所能帮助农

户提高农产品质量，走品

牌化经营道路。针对蔬

菜温室、拱棚病虫害，她每年举办 30

多场（次）科普科技服务，辐射带动太

谷区任村乡、范村镇、侯城乡等6个乡

镇，引导农户科学种田，由追求产量

转向追求质量，逐步向农业品牌化生

产发展，乡亲们亲切地称她为“庄稼

医生”。

太谷区小白乡有着万亩枣园称

号。多年来，由于化肥、农药投入不

当，造成红枣品质下降。针对这些问

题，张宝艳举办有机绿色红枣培训，

为村民讲解有机红枣的种植与病虫

害防治知识，并设立试验田进行实地

指导，有效对抗红枣裂果病，提高了

红枣品质、储存及运送能力，增加了

枣农的经济收入，引导枣农们走上质

量兴农之路。2023年，她引进推广了

绿业元粮食提质增产剂“芸乐收”“芸

保凯”，和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的“聚谷氨酸微生物颗粒菌剂”等新

技术、新产品，通过在当地示范试验、

推广应用，组织农户培训学习新技术

等，实现农业技术落地，不仅达到了

粮食单产量提升的目的，还得到了广

大农户的认可，实现了粮食提质增产

增效，为乡村振兴和粮食安全生产贡

献了力量。

作为一名科普惠农服务工作者，

多年来，张宝艳始终不忘初心，为农服

务。她先后荣获“全国农村科普带头

人”“全国科普中国最美乡村科技致富

带头人”“山西省三八红旗手”“山西省

十大科学传播人物”等荣誉称号，她的

家庭也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家庭”“山

西省文明家庭”“晋中市最美家庭”荣

誉称号，此外，她本人还被推选为晋中

市第四届、第五届人大代表。

无私奉献，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近年来，张宝艳积极发挥“全国最美

家庭”和“山西省三八红旗手”的示

范带动作用，多次在村民遇到冰雹、

大雨等自然灾害的时候，挺身而出，

购买各类设备、物资帮助农户生产

自救，把损失降到最低。张宝艳还

多次深入乡镇、农村作先进事迹分

享，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她不忘初

心、扎根基层、为农服务的生动事

迹，有效带动妇女群众传承好传统、

传递好风尚、倡导好家教，让向上向

善的理念在更多的家庭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张凯鹏）

在昔阳县，有一位备受称赞的妇女

工作者，她就是刚刚荣获“山西省三八红

旗手”称号的昔阳县妇女联合会党组书

记、主席陈红梅。51 岁的她，自 1991 年

参加工作以来，凭借坚定的党性、严明的

纪律、杰出的成就和高尚的品德，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广大妇女的引领者

和榜样。

陈红梅善于创新工作理念，为改革

发展指明方向。她带领昔阳县妇女联合

会顺应时代潮流，积极主动推进各项改

革举措。例如，在创建“大嫂车间”妇女

联合会的组织方面，陈红梅深度参与策

划与实施。她与秀芳仿真、丽云服饰、大

寨制衣等标杆企业合作，通过培训和指

导，帮助妇女掌握制衣、刺绣等技能，实

现就业增收。目前，已有制衣、刺绣、手

工、食品等 4 个产业的 10 家企业采用了

这一模式，覆盖昔阳县10个乡镇30个行

政村。这些“大嫂车间”不仅为妇女提供

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更成为乡村振兴的

新亮点。2019年，陈红梅受邀到武汉进

行交流汇报；2022年，山西省妇女联合会

“乡村振兴人才培训班”实地参观了“大

嫂车间”，并开展现场教学活动。

多年来，陈红梅积极策划昔阳妇女

手工艺作品展，打造文旅融合的多元场

景业态，为更多巾帼企业、非遗手工、农

产品特色等提供了“昔阳造”产品展示、

品牌推广的公益惠民平台，广泛汇聚巾

帼企业和能工巧匠，精心打造昔阳县妇

女联合会的品牌工作，全面展现“最美昔

阳红”的鲜明主题和价值追求，生动展现

昔阳女性的活力与魅力。

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陈

红梅组织了多场“巾帼心向党·奋进新征

程”主题宣讲活动，深入乡村与妇女们进

行暖心交流，激发她们的积极性和创造

力。她统筹安排驻村工作队，为界都乡

马家峪村争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25 万

元，同时争取到发展鱼丸加工厂项目资

金28万元，为当地妇女创造就业机会，推

动了乡村振兴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基层，陈红梅组织

丰富多样的活动，在“幸福启航·点亮心

灯”救助活动中，她积极募捐善款 75.19

万元，共救助困境妇女115人、困境儿童

286 人、困境家庭 246 户，让她们真正感

受到了党和政府的

温暖，并走访困境妇女

儿童家庭，为他们送去生

活用品和慰问金，帮助他们

渡过难关。在“两癌”免费检查

工作中，她与卫健部门密切合作，

争取资金 436.3 万元，对 35 至 64 周

岁农村妇女开展免费检查，累计受益

妇女3.4万人（次），确保每位适龄妇女

都能享受到免费筛查的服务。积极推进

免费为 13 至 15 周岁所有在校女生接种

HPV 疫苗的民生实事，投入资金 320 万

元，现已完成2023年接种目标，接种人数

达3000余人。

陈红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一步，她将带领

大家拍摄昔阳县首部大寨题材实景剧，

打造《大寨粮仓》系列情景剧，在讲“老大

寨故事”、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大寨“铁

姑娘”形象的同时，书写新时代各行各业

优秀女性的奋斗史，为游客提供多元化

的文旅体验，唱响红色文化主旋律，动员

更多妇女踊跃投身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火

热实践中。 （马永红）

家庭幸福感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学

习，乃至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多年来，李爱

萍及家人投入到“布老虎”工艺的挖掘、传承

与保护中，传承非遗技艺，帮助村民就业，待

人热情真诚，用默默付出诠释了家与爱的真

谛，成为有口皆碑的“最美家庭”。

“布老虎”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传统

工艺品，至今已有几千年历史。李爱萍听着

“将军虎”传说、玩着“布老虎”长大，受姥姥

及母亲熏陶，自小就对左权民间艺术兴趣浓

厚。2000年，李爱萍对以“将军虎”为代表的

左权民间手工技艺开始挖掘整理。期间，她

多次拜访左权县多位有经验的老人，向其

“取经”，让“布艺虎”工艺在濒危的状态下重

焕生机。她本人因此被评为“国际注册工艺

美术大师”“中国首届纺织非遗推广大使”

“省级非遗传承人”。

30 多年来，李爱萍坚持把“布老虎”工

艺当成事业来做，她创办的传习所，以家族

传承与社会传承相结合的方式，带领更多

年轻一代参与到“布老虎”工艺的挖掘、传

承与保护中来。

为了让这门民间手工技艺得到更好传

承，2018年初，李爱萍和丈夫李彦忠，组织全

家召开家庭会议，决定自筹资金扩建服装及

手工艺生产大楼，将全部身家捆绑在扩产项

目上，同时挑起左权扶贫车间这个重任，投

入使用多处租用车间，新增岗位150个、员工

230人。李爱萍的这一决定得到全家人的支

持，大家不仅从多角度提出不同的意见与建

议，还从发展手工技艺的深远意义和创新举

措上给出了更广泛、更远大的思路与见解。

这也坚定了李爱萍传承左权民间手工技艺、

传承左权红色文化，打造以“将军虎”为代表

的非遗文化品牌，并将其作为家庭事业的发

展方向的决心。

说干就干！李爱萍以乡村发展为己任，

全心全意帮扶农村广大妇女就业。她在村

民农闲时，走街串村，免费提供原辅材料，培

训将军虎手工制作技艺3000余人（次），帮助

千余名农村妇女实现居家就业。她还热心

公益，举办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专场培训，

帮助残疾人家庭掌握就业技能。同时，悉心

培养13名“布老虎”工艺县级非遗传承人。

期间，李爱萍为左权籍中国内地民俗歌

唱家石占明和左权盲人宣传队设计制作了

成名服装，默默在幕后支持左权小花戏及群

众文化艺术发展，打造出“中国艺术服装国

字号”生产基地，让中国

民间艺术服装、“将军虎”从

太行深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在家庭生活中，李爱萍和李彦

忠始终坚持言传身教，他们认为“父母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他们家一直秉承“有事

多商量、家和万事兴”的家风，夫妻之间互敬

互爱、互相扶持，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尊重、

交流畅通，家庭氛围和谐快乐、幸福温馨。

李爱萍家庭被评为“山西省五好家庭”、2023

年度全国“最美家庭”。

以“小家”幸福促“大家”和谐。如今，李

爱萍的儿女们担起了新时代家庭事业的重

任，举小家庭之全力奉献于乡村振兴的大事

业中。

（李娟）

——记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者李爱萍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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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万事兴。在榆社县的一个普

通社区里，有这样一户人家，他们诠释

“家和万事兴”的真谛，夫妻相互支持、

邻里关系和睦，这户家庭就是王兴家

庭。2022 年，王兴家庭荣获“全国最美

家庭”称号。

王兴作为中国人寿榆社公司驻村

工作队队员，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将自己充分融入农村、默默奉献、认真

工作、从不懈怠。妻子常冬梅是榆社县

太星小学一名普通的美术教师，从教十

几年来，爱岗敬业、从细节处关心孩子

的心理健康，先后多次被评为县、校级

优秀教师，2018 年被评为县级模范教

师、教学能手等荣誉称号。

王兴从小酷爱读艺术文化、时事政

史和自然科学类的书籍，工作之余大部

分时间都用到了读书学习上。十几年

来，夫妻俩通过多年学习和积累经验，

先后考取了国家家庭教育指导师、测评

师、讲师、心理咨询师证书。2021 年在

当地发起公益图书活动，每月赠送一套

书、帮助一些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现在我们家有两个大书架，共1800

余册图书，孩子在这种氛围中很喜欢阅

读，而且经常有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来

我家借书、谈书。通过‘书’，邻里关系

也更为和谐。”王兴说。

邻里和睦、热心公益。2017 年，王

兴加入晋中市义工协会榆社志愿服务

队担任理事，在他的影响下，常冬梅也

加入了榆社志愿服务队。夫妻俩利用

闲暇时间义务辅导孩子们书法，弘扬传

统文化，还利用寒暑假和周末假期，给

社区孩子进行雕刻、面塑等非遗项目的

传授和讲解。

2018 年 6 月，王兴开设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中心，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下

设“两馆、两地、九项目”，“两馆”为阳光

慧爱家风家训馆和七彩阳光书画疗愈

馆，“两地”为晋中市义工协会榆社志愿

服务队文化实践基地和北京修远家庭

教育指导师实践基地，“九项目”为智慧

父母加油站、阳光卓越少年、爸爸去哪

儿了、书香榆州、典籍里的家风、家庭快

乐总动员、母亲素质提升工程、点亮心

灯、慧爱。每年举行一次书写大赛和亲

子阅读比赛，将平时书写和阅读贯穿于

每月和每周的活动中，多次举办“亲子

阅读”“母亲素质提升工程”等家庭教育

方面的公益讲座，以及网络家庭教育公

益讲座和育儿知识直播。结合晋商文

化，王兴和常冬梅带领社区的孩子们外

出研学，锻炼孩子们独立处事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

“一个幸福、快乐、和谐的家庭需要

每个家庭成员的努力。只有每个家庭

都幸福了，我们的社会大家庭才会更加

美丽和谐。”王兴说。

（王爱媛）

——记“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者王兴家庭

和谐维家 敬业助人乡村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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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 为农送技
——记“山西省三八红旗手”荣誉获得者张宝艳

——记昔阳县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陈红梅

爱与责任 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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