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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统一

标识，活跃在街头巷尾、社区楼院的

各个角落，看到有居民乱扔垃圾就

上前制止，见到有人遛狗不拴绳就

上前规劝，瞧见地上有烟头会随手

捡起……这就是“鹰城大妈”给人的

印象。

“创文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只有

大家都行动起来，我们的城市才能

更整洁、更文明。城市美了，受益的

还是咱们老百姓。”3月 5日下午，在

新华区光明路街道体育场社区附近

的一家超市，“鹰城大妈”王兰花边

说边搬起占道的货物。

“刚开始还是有些胆怯的，想着

如何宣传才能让大家认同我的说

法，不让人反感。”王兰花坦言，“宣

传”是一门技术，笑脸相迎，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站在对方的角度说话

才更容易被理解。

今年 69 岁的王兰花是我市首

批“鹰城大妈”志愿者，“出道”早，经

验丰富。2002 年 12 月从原市耐火

材料厂退休后，王兰花就一直热衷

于各种“闲事”，哪怕是每天在小区

走走看看，也要留意是否有人需要

帮助。家里人常说她：“成天操心一

些小事。”

其实，小事不小。社区里哪位

孤寡老人需要照顾，谁家有了矛盾

要去调解……“没人拿我当外人。”

每过一阵，王兰花还得去居民家里

帮忙做饭、送饭。

“真是多亏了兰花姐她们，社区

现在是看哪儿哪儿舒心。”体育场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徐 惠 琴 说 ，自 从

“鹰城大妈”团队成立后，她们主动

承担了社区卫生监督工作，一些不

自觉的居民在她们的劝说下改掉

了垃圾乱堆乱放的坏习惯，小区面

貌焕然一新。

“鹰城大妈”既是“闲人”，也是

能人，更是乐于助人的热心人，她

们总能及时出现在有需求的群众

面前。

只要一通电话，新华区曙光街

街道曙北社区的“鹰城大妈”赵红芳

总能赶到需要的邻居身边，帮忙买

菜、做饭、买药……多年来，赵红芳

始终坚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热心

帮助居民，谁家有了难事儿，她都会

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2021 年 10 月 ，新 华 区 在 全 市

先行先试、率先启动“鹰城大妈”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招 募 一 群 年 龄 在

50 岁至 70 岁之间的女性志愿者，

在文明新风宣传、社情民意调查、

矛盾纠纷调解、社会治安防控、创

文创卫督查等志愿活动中发挥作

用 ，成 为 城 市 的 一 道 亮 丽 的 风

景 。 目 前 ，新 华 区 共 有“ 鹰 城 大

妈”1000 多名，11 个镇（街道、街道

筹备组）实现“鹰城大妈”志愿服

务全覆盖。

（本报记者 毛玺玺 通讯员 李颖 /文
李颖 /图）

“我们目前的研究方向为韭菜

种质资源的保存利用、韭菜育种技

术创新与应用、韭菜品种改良及配

套栽培技术推广。”3 月 5 日，在以

马培芳名字命名的创新型女工工

作 室 ，研 究 人 员 忙 着 对 珍 稀 韭 菜

种 质 资 源 进 行 组 织 培 养 ，利 用 韭

菜花托培养成一株完整植株，用以

保存不能正常结种的珍稀韭菜种

质资源。

今年 40 岁的马培芳参加工作

以来，一直在市农科院从事韭菜育

种技术创新、优良新品种培育及绿

色栽培产业化技术研究。从 2016

年开始，马培芳担任市农业科学院

生物技术实验室主任，2023 年担任

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韭菜品

种改良岗位科学家项目主持人，成

为我市韭菜育种的“掌门人”。

主持制定河南省地方标准两

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6篇，编写科

技著作两部；作为第一发明人被授

权发明专利两项、实用新型专利两

项；2023 年获得省级科技成果奖两

项，2022 年获得河南省博士后创新

创业大赛铜奖；2022 年被评为市优

秀科技工作者……马培芳在市农科

院韭菜育种技术创新、优良新品种

培育及绿色栽培产业化技术研究领

域取得了一系列斐然成绩。

她作为第一选育人选育的航研

998、平丰 21号两个韭菜新品种，作

为主要选育人培育的平丰 8 号、韭

宝、棚宝、平丰 23号等韭菜新品种 4

个，均通过省蔬菜新品种鉴定，成为

韭菜种子市场上的当家品种。

韭菜病虫害的无害化防治是业

内难题，马培芳组织开展绿色蔬菜

韭蛆、灰霉病防治技术研究等一系

列绿色栽培关键技术研究，她作为

第一发明人研发出的“一种用蜂蜡

制剂绿色防控韭菜灰霉病的技术”

被授权国家发明专利。“该技术开创

了韭菜灰霉病纯绿色防治先河，无

任何有毒有害物质添加，大大提高

了韭菜的食品安全性。”中国农业大

学教授王宇欣对这一成果予以高度

评价。

除了在韭菜育种技术创新、优

良新品种培育上取得众多突破外，

马培芳主持开发的“灰霉病田间预

警系统”，通过数据库技术将蔬菜灰

霉病的数据采集、传输与管理、测报

信息发布等功能集于一体，为蔬菜

病虫害防治提供数据支持，为病虫

害防控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被授

权国家软件著作权。

此外，作为省、市科技特派员及

市巾帼服务团成员，马培芳围绕全

市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积极参与基

层科技服务，推广市农科院粮食蔬

菜等多个新品种，指导群众进行产

业融合发展。

市农科院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

始进行韭菜育种工作，经过 50多年

4 代农科人的努力，我市韭菜育种

工作成为享誉中外的明星产业。如

今，马培芳接过接力棒，继续在韭菜

天地间深耕。

（本报记者 王孟鹤 文/图）

“鹰城大妈”

巾帼红装绘风景韭菜天地育芬芳

为民之责放心间柔肩弱骨担风雨 药香悠悠兴乡村
3月 4日一大早，李雨霏搀着年

近八旬的父母坐上朋友的车，从市

区出发前往鲁山县磙子营乡看病。

三个月来，李雨霏的父母反复咳嗽，

为了给他们治病，她已经两天没去

送外卖了。

就在前一天，李雨霏骑着三轮

车用了近两个小时从市区赶到叶

县，把父母接到自己租住的房子。

“家里仨孩子，她最小，这些年一个

人带娃，我看着心疼。”李雨霏的母

亲说。虽然李雨霏的日子过得艰

辛，但对父母的关心照顾从没落下。

李雨霏今年 34 岁，是一位单

亲妈妈。为了生计，她于 2019 年

加 入 美 团 外 卖 ，时 常 要 带 着 女 儿

墨 宝 送 餐 。 李 雨 霏 身 材 娇 小 、长

相甜美，初识时很难想象她是一位

外卖骑手。

刚加入外卖团队时，一个站点

100 多人，只有 4 名女骑手，李雨霏

还是唯一带着孩子送餐的。电动

车骑得不熟练，经常摔倒；外卖系

统 上 的 路 线 看 不 懂 ，总 会 跑 错 方

向……队友们看她不容易，都主动

帮 一 把 ，这 让 李 雨 霏 至 今 难 忘 ：

“那段时间真难熬，甚至是崩溃，

但 大 家 对 我 太 好 了 ，每 次 想 起 来

都很感动。”为了不麻烦大家，她

利 用 空 闲 时 间 熟 悉 路 线 ，现 在 已

经是一名熟练的骑手。

工作的劳累让李雨霏患上

肩周炎和腰椎间盘突出，每天

需要戴着护腰带才能工作。“为

母则刚，我真的太爱我的孩子

了，所以再累再难，我也没觉得生活

苦。”李雨霏说。

为了记录、丰富生活，2019 年 6

月李雨霏开通抖音账号，经常分享

自己带着墨宝送餐的视频，没想到

收获近百万粉丝。视频中，李雨霏

骑着电动车，墨宝坐在电动车前的

儿童座椅里，或是跟着妈妈把饭菜

递给顾客，或是蹲在路边吃饭，母女

俩总是面带笑容。

“加油，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妈

妈。”“墨宝真懂事。”“你的每个视频

我 都 看 了 ，你 的 笑 容 让 我 很 触

动。”……李雨霏乐观坚强的生活态

度感染了网友，网友的热情评论也

温暖鼓励着李雨霏。

“她真傻，那么多网红借着流量

直播、打 pk赚钱，可咋劝她，她都不

弄。”李雨霏的朋友嘉欣说。去年夏

天，李雨霏带着墨宝在市区凌云路

南段的商场前摆地摊时和嘉欣相

识。嘉欣也是一位单亲妈妈，是李

雨霏的粉丝。人群中，嘉欣一眼认

出了李雨霏，两人相谈甚欢，成了朋

友。生活中，李雨霏遇到困难，嘉欣

总会出手相助。

“我没想到自己能火，发视频只

是为了记录生活，鼓励自己继续前

进。”李雨霏说，她不想辜负粉丝们

的喜爱，只想过得心安理得，简简单

单。周一至周五，李雨霏都要接送

读小学二年级的墨宝上下学，中午

和晚上还要辅导墨宝功课，她最大

的心愿就是一家人健康平安。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文/图）

惊蛰到，万物生，舞钢市尹集

镇姬庄村山林套种的黄精、丹参、

贝母等中药材从土壤渐渐吐绿。

3月 5日，在该村一处名叫“南

山居”的民宿里，记者见到了这些

中药材的主人——河南富润农业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黄 子

珊。干练的短发、洪亮的声音、轻

盈的步伐，黄子珊虽已退休，却透

着一名女性企业家的知性利落，

“选择中医药产业创业，是治病所

需，也因此衍生出了中医药情怀。”

黄子珊说。

2011 年，因为身体原因，黄子

珊从单位病休赴郑州康养治疗，其

间接触到中医药康养，并结识了河

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

“在专家的指导下，病从重到轻，再

到痊愈，我对中医药的兴趣也越来

越浓。”黄子珊说，2017 年，她在郑

州成立了健康管理公司，在艾灸、

小儿推拿领域初试。那段时间，她

拜师请教、学习培训，恶补中医药

知识，收获颇丰。

姬 庄 村 有 种 植 中 药 材 的 传

统，2021 年，该 村 围 绕 中 药 材 种

植 的 一 系 列 谋 划 方 兴 未 艾 。 一

次偶然机会，黄子珊和朋友到姬

庄村游玩，被这里得天独厚的中

药材种植环境吸引，果断选择扎

根姬庄。

万事开头难，2022 年一场多

年不遇的干旱，让黄子珊体会了一

把什么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她投资近 10 万元辛苦种下的

6 亩（1亩≈666.67 平方米）丹参、地

黄、金丝皇菊等中药材几乎颗粒无

收。但这次遭遇并没有把黄子珊

打垮，“这样的旱情实属罕见，我在

水源、保险等方面也考虑不足。有

干劲、有技术、有市场，必须再给自

己一个机会。”黄子珊说。

2023 年，黄子珊选择与河南

中医药大学的医药专家、洛阳等地

的药材龙头厂商合作，结合姬庄村

的自然资源禀赋，最终选择以中药

材黄精林下仿野生种植并“九蒸九

晒”深加工等为主攻方向，当年底

即获得不错的收益。同时，她还利

用村里的“溯源堂”中医药文化体

验馆、药膳馆、药茶馆等中医药文

化资源，吸引不少团队来此开展传

统中医药研学，进而带动发展药膳

美食产业。

采访当天，大学毕业生小刘专

程从郑州赶来投奔黄子珊。“随着

姬庄村影响力慢慢扩大，从村里到

村外、从农村到城市，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到这里来了解、体验、发扬

中医药，我很愿意追随黄总，为这

一份有意义的事业添砖加瓦。”小

刘在面试时说道。

“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是重

点，文化振兴是灵魂。发展中医药

产业既能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又

能增加群众收入，这是姬庄村的

‘破题之选’，我有责任将这项有意

义的健康事业做好、做成标杆。”黄

子珊说。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文/图）

3 月 1 日中午，已经下班到家

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矿工路派出

所 副 所 长 、户 籍 民 警 吕 艳 娟 的 电

话 突 然 响 起 ，辖 区 居 民 陈 女 士 的

女儿身份证遗失，距离高铁发车不

到两个小时。

吕艳娟挂了电话，放下碗筷，立

即回到户籍室，为其补办了临时身

份证。“耽误您午休了，还好这么快

就办好了，要不然就得影响孩子开

学了。”陈女士连连感谢。

这是吕艳娟一心为民的缩影。

从警 21年来，无论在哪个岗位，吕艳

娟始终秉持为民服务的初心，坚守

在基层一线，为群众解难题、办实

事，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1次、荣获

个人嘉奖 3 次，获评河南省优秀人

民警察、全省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女

民警、全市公安机关文明服务标兵

等。在 3 月 5 日举行的平顶山市纪

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暨表彰大会

上，吕艳娟被授予“平顶山市巾帼建

功标兵”称号。

“你好，我想迁移户口。”“我想

改个名字。”“我要给出生的孩子落

户。”“我还有事，能不能快点？”……

这是户籍室常听到的话语。事情琐

碎，吕艳娟用热情的笑脸、耐心的话

语、贴心的服务一一回应。

“吕警官很有耐心，我们看着都

不好意思了。”培新街社区居民李先

生说。前段时间，李先生的父亲患

病住院需要上门拍摄身份证照片，

吕艳娟中午 11点半拿着相机到达病

房，由于老人的头不停晃动，一连拍

了 50多张才符合要求，前后用了近

两个小时。为不影响下午工作，她

急匆匆赶回户籍室，简单吃了点东

西后又开始工作。

自 2021年以来，吕艳娟为行动

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上门拍照、送

证 300 余次，为孤寡老人和贫困居

民免费办理证件 41次，高考期间开

通绿色通道全天 24 小时为考生服

务，节假日期间为辖区居民办理户

口业务 3000 次。

2016 年，新的学籍制度出台，

大 批 中 小 学 生 扎 堆 办 理 身 份 证 。

为了不影响学生正常上学，吕艳娟

主动深入辖区学校，了解学生办证

底数，提供预约办证服务，合理安

排办证时间。她连续一个月李永

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为 600 余名中

小学生采集了身份证照片。

在吕艳娟的手边，经常能看到

一个工作记录本，上面密密麻麻地

写着各项工作笔记。业务已经完

全熟练的她还是会不断翻看文件，

坚持学习业务知识、最新政策，就

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群众的每一个

问题。

没有办过轰轰烈烈的大案、没

有 惊 天 动 地 的 英 雄 壮 举 ，吕 艳 娟

只 是 把 户 籍 室 当 作 了 家 ，把 群 众

当成了亲人，用细致、坚韧、执着

和奉献，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

位群众。

（本报记者 杨 元 琪 通讯员

张仪 /文
本报记者 杨元琪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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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除了是妻子、母亲、

女儿，她们还是韭菜育种

的“掌门人”、知性利落的

企业家、把群众装在心里

的警察、钟情中医药的创

业者、不惧风雨的外卖骑

手……她们睿智、独立、

坚韧、从容、敬业，在不同

的领域拼搏奋斗，在不同

的岗位熠熠生辉，活成了

更好的自己，也激励着更

多女性勇敢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