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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女时代时代

巾帼家政之星之星

女性特质让科技产生更多社会价值

杨淑亭：轮椅上开启创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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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无法自理的高位截瘫患者到如今的优秀创业代表，她想让那束照亮自己的阳光洒向更多的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田梦迪

虽然传递火炬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借助外
骨骼机器人落地的每一步，杨淑亭都感觉是沉
甸甸的，“这是荣誉，更是责任。希望这团火苗
能照亮残障人士的精彩人生！”

通过互联网开启“轮椅上的创业之路”，集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五四青年奖
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多个荣誉为一身的

“90后”苗族姑娘杨淑亭，今年3月又有了新
身份——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手。

都说冬残奥会展示的是最不屈的灵魂，这
位与轮椅相伴10多年的火炬手，同样用生命
诠释着“自强不息、捍卫尊严”。

逃出自我封闭的“小黑屋”

杨淑亭出生在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的
一个小山村，18岁那年，杨淑亭如愿成为一名
医护人员。正值花季年华的她怀揣“南丁格
尔”梦，但一场交通意外彻底粉碎了她的梦
想。“胸椎爆裂、高位截瘫”，对于杨淑亭和她的
家庭，医生给出的诊断无异于晴天霹雳。

为了给她治病，父母亲一夜白头，全家还
背负了三十多万元的外债，她家因此被列入了
贫困户。杨淑亭把自己关在家里，自我封闭，
度日如年。2012年4月，在邵阳市做医生的
朋友带着杨淑亭第一次走出家门，第一次勇敢
地坐上轮椅，第一次上街逛公园，享受户外的
新鲜空气和艳丽阳光。

那一天，她在自己的随笔里写道：“我喜欢
阳光，阳光让我冰冷的心灵得到温暖。我还喜
欢一束光，光芒为我迷茫的未来指引方向。”杨
淑亭不仅“走”出了房门，也逃出了自我封闭的

“小黑屋”。

第一桶金：7块7毛

在朋友的鼓励和建议下，杨淑亭找到了
人生的新方向，她开始尝试网络兼职。她做
过游戏代练、网店客服，也和别人合伙开过服
装网店。

受伤后，杨淑亭无法久坐，没过几分钟就
会浑身冒汗。但是她硬是忍着疼痛，坐一会
儿、躺一会儿，就这么坚持了下来。一个月后，
杨淑亭挣到了第一桶金——7.7元。对她来
说，这微不足道的数字犹如一笔巨大财富，重
新点燃了她对生活的希望和对抗命运的勇
气。“我不再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废人’了。”

通过互联网，杨淑亭开启了“轮椅上的创
业之路”，从此迈向人生的另一片新天地。
2014年，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杨淑亭关注到
仿真花市场前景好，便开了一家网店。那一
年，她还清了家里的欠债，还主动向村里提出
退出贫困户序列。

2016年，杨淑亭离开大山，来到城步县城
创办新公司，成为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坦途，
杨淑亭已经做好了迎难而上的准备。当时，
为了箱包业务的第一张订单，杨淑亭特意从
老家乘车赶赴陕西。原本坐不能超过三小时
的她，靠着顽强的毅力撑了十三个小时。一
路上，她不吃也不喝，只为尽量减少上厕所的

次数。但到了陕西，迎接她的却是当头一棒：
“你看你都这样了，回家好好休息吧，不要再
出来折腾了。”

冰冷的话语并没有浇灭杨淑亭的冲劲儿，
因为对她来说，没有退路而言。她开始在网上
一家家联系卖箱包的网店，想为工厂争取每一
笔可能的订单。杨淑亭的努力与坚持没有被
辜负，公司运作逐渐迈上正轨，订单纷至沓
来。七七科技累计出口创汇超过800万美元，
仿真花和箱包销往世界各地。

疫情期间，杨淑亭的公司也受到了影响，
仿真花和箱包的生产、销售都暂时陷入停滞。
2020年上半年，公司几乎没有接到任何海外
出口订单，仓库里积压了近两万库存。为了清

理公司的箱包库存，杨淑亭开通了快手小店，
加入了直播带货的热潮。

让照亮自己的阳光洒向更多的人

其实，早在2018年，杨淑亭便开始在自己
的快手账号上记录日常、分享创业故事。她将
自己的账号取名“小四轮上的花仙子”。即使
高位截瘫，她依旧拥有热爱生活、乐观坚强的
灵魂。她坚持学习，闲暇时也会练习书法或打
乒乓球。一次又一次地举铁、锻炼手臂力量，
只为了实现简单但真挚的愿望：“上床不再需
要别人抱了。”

杨淑亭的奋斗故事不仅让无数网友动容，
还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认可与赞赏。2020
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调研，杨淑
亭作为残疾人创业代表参加基层报告座谈会，
并做汇报发言。总书记听完汇报后对她自强
不息的精神表示钦佩。

从生活无法自理的高位截瘫患者到如今
的优秀创业代表，杨淑亭想让那束照亮自己的
阳光洒向更多的人。

因为自己经历过贫穷和不幸，她就想把工
厂开到百姓家门口，带着乡亲们一起脱贫致
富。2015年5月，杨淑亭注册成立城步万红
花卉生产专业合作社，工厂就建在农村老家的
木屋旁。她将半成品分给周边村的乡亲们拼
接，按件付酬。那一年她带动村里贫困户平均
每户增收1万多元。

2020年7月26日，是苗族的“六月六”传
统节日。那天，杨淑亭以黄桃地为背景，在快
手平台上开了场直播，帮助当地农户卖货增
收。直播时，杨淑亭总是面带微笑，语速不急
不缓。她没有什么花哨的直播套路，“带货最
重要的是真诚和耐心”。

如今，她在乡县周边建立了22个花卉组
装点、2个扶贫车间，带领着380多名贫困户、
59 名残疾人和 1300 多名村民成功脱贫致
富。有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的日子过得
非常舒服，还买上了小车。

她以十年如一日的励志精神为自己赢得
了荣誉与鲜花。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旗
手、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荣誉
纷至沓来，但杨淑亭没有忘掉初心。她坚信：

“除了生死，没有任何挫折能阻挡我们前进的
脚步。”未来，杨淑亭希望致力于解决残疾人就
业问题，让更多“曾经的自己”被发现且实现个
体价值。

郭琴，上海好帮手社
区服务发展中心家政员，
曾 获 2016、2018、2019 年
浦东新区金牌家政服务
员，上海家政千名优秀家
政员，2018年度上海市金
牌家政员，2020年长三角
金牌家政员等荣誉。

用 热 情 和 精 心
服务构建起信任

18岁的时候，郭琴背
起行囊，从甘肃来到上海，
在浦东的一家服装店里打
工学徒。2008年，为了方
便照顾孩子，郭琴选择进
入家政行业，成为上海好
帮手社区服务发展中心的
一名家政员。

“家政小时工一般是
两个小时一家，这一家结
束后立马坐地铁转公交
回家给孩子喂奶，再赶去
下一个雇主家。”“难”是
当时郭琴对这份工作最
深刻的感触。家政远不
止做家务、烧饭这么简
单，还需要慢慢建立家政
雇佣双方的信任。有一
位雇主对卫生特别挑剔，
安全意识也特别强，她的
一些不经意的行为让郭
琴感觉到很委屈，但她选
择了换位思考。后来，郭
琴用自己的热情和精心
服务彻底感动了雇主，雇
主把整套房子的钥匙都
交给了她，现在她们变成
了闺蜜。

今年已经是郭琴进入
好帮手的第十三个年头，
她凭着这股子“正气”和

“初心”，赢得了雇主和同
事的称赞。

自豪，戴着党徽去
工作

2020年12月5日，是郭琴一生难忘
的日子。这一天，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时她也是上海市家政行业发展的
第一位家政员党员。

早在2017年，郭琴就参加了好帮手
的“两学一做”学习。那时候，她萌发了
正式提交入党申请书的想法。党支部书
记的一番鼓励，更加坚定了她入党的信
心和决心。这年8月，她郑重地提交了
入党申请书。自此，郭琴时刻以一名共
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成为能吃
苦、敢吃苦的家政员。2017年的金秋十
月，她和好帮手的同事一起走进南湖红
船，重温建党历史，“不忘初心跟党走”不
再是一句口号，而是郭琴为自己许下的
承诺。

成为预备党员的郭琴，视野更加开
阔，信念更加坚定。2020年疫情来袭，
她选择留守家政岗位；2021年，她主动
响应“非必要不返乡”倡议，退掉机票留
在浦东，“党员就应该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冲在前面。疫情当前，舍小家保大家，也
算是为抗击疫情做贡献吧。”已经两年没
有回过老家，但身边的雇主给予了她亲
人般的温暖。她在年前为老人们配好
药、买好菜，帮独居老人包饺子，老人也
留她一起吃上了年夜饭。

郭琴不仅是好帮手的家政员，她还
非常愿意将时间投入志愿活动中。每个
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在金杨新村街道的
社区服务中心，总能看到她的身影。给
高龄老人喂水果、倒泡脚水，清扫垃圾
等，她觉得为大家服务很开心，“每个人
都会老去，为现在的他们服务，也是为未
来的自己服务。”已经拥有养老护理技能
证书的她，正在准备护理证的考试，争取
一把拿下。

对于郭琴来说，现在最自豪的事
情就是戴着党徽去工作，“我会继续努
力，继续奋斗，让胸前的一抹红温暖更
多人。”

（供稿：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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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李雪婷

“目前科创板女性董事长企业数占企业总数
的5%，主要领域在生物医药。同时，科创板女董
事长领导的18家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科创板企
业的中位数，且年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增速均保持
较高成长速度。”日前，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瞰见”
对话科创人物活动在线上举行，科创数据研究中
心发起人姜岚在活动中对“科创女性领导力”进
行了分析和解读。

本次活动以“Women in Tech—科创女性
角色新超越”为主题，邀请科创界的女性管理者
代表，共同在线探讨科创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科
创女性角色的历史超越等话题，传递女性在驱动
科技创新、科技向善与领导力有效性中的闪光价
值和别样视角。

科创板女性董事长18位

科创板2019年7月22日开市，截至今年3
月22日，科创板上市企业达到401家，总市值
53957.58亿元。姜岚指出，“截止到2022年3月
3日，科创板有18位女性董事长和171位女性董
秘，她们凭借专业技能和缜密思维在所处的行业
中闪闪发光。”

数字显示，2021年，科创板女性董事长的
18家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中位数是6.11
亿元和1.15亿元，2020年，这两项数据分别是
4.54亿元和1.08亿元。科创数据研究中心还关
注了女性董事长的年龄，“统计下来平均年龄
54岁。会通股份董事长是所有科创板女性董事
长中最年轻的。另外，171家企业董事会秘书
为女性，平均年龄虚岁42岁，其中来自奥福环
保的潘洁宇年仅27岁，也是最年轻的科创板董
事会秘书。”

“科创板中，女性企业家领导的企业，在这
一两年的表现非常突出。”姜岚观察发现，科创
公司很多领导者有技术纯粹的信仰，而女性还
有一个天然优势——利他特质，科创公司的女
性领导者能够把利他和纯粹这两个特质发挥
到极致。

“面对内部管理和大环境，如果能够把这些
特质做到极致或者做到各种平衡，对整个公司
经营管理都有非常大帮助。”姜岚表示，现在国
内外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包括疫情、社会环境、
国际关系等，都要求企业做出更为全面的考虑，
一个真正能够走得长远以及能够高质量发展的
公司，要有在低谷中面对挑战的能力和特质。
而因为女性承担了多种社会角色，在这一过程
中培养出来的韧性有利于带领公司顺利渡过低
谷和转型期。此外，女性的补位意识也能够帮
助公司全面发展。

女性更加重视企业非经济利益

在会通股份董事长李健益看来，“女性的
亲和力往往更能够打造出持续创新的团队，同
时，女性往往具有较强的感知力，更容易感知
和把握趋势变化，并在此引领下不断学习、更
新知识和技术。”她鼓励每一位科创领域的女
性领导者要敢于走到台前，同时做好事业和家
庭的平衡。在事业方面，志存高远，将理论和
实践有效结合；在家庭方面，注重建立孩子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育孩子的自驱力，做到
高质量陪伴。

复洁环保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文静结
合环保产业的特点，分享了她眼中女性领导者优
势。她认为，女性领导者更加注重长期主义、情
绪稳定和充满自信。首先，每个产业发展过程中
都会遇到很多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的矛盾，尤其
在环保产业这类周期较长的行业里，更不可急功
近利，女性领导者往往更加从容淡定，坚持功成
不必在我的心态。同时，女性领导者更加重视企
业的非经济利益，如社会信誉、员工信任、文化建
设等方面，这也成就了女性领导下的团队往往员
工稳定性更好。此外，李文静指出，感情用事、优
柔寡断等是传统观念对女性存在的刻板印象，自
己身边的众多女性领导者往往拥有更多韧性，且
在职业发展中充满自信。

在环保行业，科技导向和人文导向是两大主
流。李文静认为，这两方面相互补充，企业不仅
需要通过科技创新追求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社会

责任的履行。作为女性管理者，她更着眼于企业
文化培育，为企业长期健康发展打好基础。这是
女性先天细腻温柔、善于体恤的性格优势所在，
也有利于构建平等、尊重、包容的管理机制。

在科创公司为女性创造更多职业可能性

乐鑫科技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珏以公
司的女性员工比例为切入点，鼓励女性在科创企
业创造更多的职业可能性。她指出，女性管理者
比例在职能部门和研发部门存在很大的不平
衡。要缓解这一现象，一方面，无论是社会、家
庭，还是个人，在职业道路的选择上都应该对女
性有足够的信心；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科创企
业的扶持，整个行业的就业氛围较好，机会很
多。“女性不一定非要补短板，而是更可以发挥自
己的长处，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也可以以自己
的力量助力科技公司成长，走出中国，面向全
球。”此外，她认为，在与互联网公司的人才竞争
中，女性的审美观念、细节把握能力，以及亲和
力、同理心等，在市场推广、产品宣传、客户沟通
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李健益认为，女性领导者更容易利用女性亲
和力，从客户视角组织团队，在与人才、客户沟通
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也面临着市场倒逼自
己学习技术的挑战。女性领导者的共情力和柔
性领导风格更容易被成员接受，不仅有利于促成
协作、降低管理成本，还可以增强团队凝聚力、提
高整体效率，尤其是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王珏
也表示赞同，她说：“女性的乐观和同理心，能够
作为公司管理的润滑剂。”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商业智能系
卢向华教授表示，在以用户为王、体验为王的时
代，女性善于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更富同情
心和同理心，更加敏感、更善于关注细节的特
征，使女性在科技产品研发上特别能发挥重要
性。“所以，科创也不完全就一定是硬科技，当我
们把硬科技转化为普通老百姓要使用的产品的
时候，女性的一些特质其实对于让科技产生更
多社会价值、产生更多商业价值来讲，是必不可
少的。”

聚焦科创企业的女性力量,“瞰见”对话科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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