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刊

14

主
编

赵
梓
涵

吴
瑛

韩
亚
聪

责
编

王
恒

责
校

杨
晓
彤

制
作

刘
晓
禹

2023年10月23日 星期一

中
国
妇
女
十
三
大

风
采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敦煌本来就是多种文化交流汇合的地方，今天，有
那么多国家和各省的嘉宾、代表都来到敦煌，再现了这
个盛况。我希望甘肃省进一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
甘肃文化更好发展！”

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
文化博览会上，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接受采访
时说。在当天的开幕式上，当85岁的樊锦诗步入会场
时，现场嘉宾和代表们用长时间的掌声表达了对这位老
人的无限敬意。

从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来到敦煌研究所工作，樊
锦诗在敦煌守护了60年。60年间，樊锦诗致力于石窟
考古、石窟科学的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在敦煌莫高窟
的保护研究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敦煌女儿”

“敦煌保护神”。
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尊樊锦诗的雕塑，生动展现了她

初到敦煌时的情景。时光荏苒，当年风华正茂的女大学
生已经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岁月可以改变
容颜却无法磨灭一个人心中的追求和信念，樊锦诗用一
生践行了守望敦煌的夙愿。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赴甘肃考察，首
站就来到敦煌莫高窟。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
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专家学者关于文物保
护、文化传承、文明互鉴的意见建议。在这次座谈会
上，樊锦诗向总书记汇报了敦煌文物保护的相关情
况。

一个多月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樊锦诗颁授奖章。
那一刻对于樊锦诗而言，沉甸甸的勋章不仅是对她

个人成就的肯定，更是总书记对一代代敦煌莫高窟守护
者的褒扬与肯定。

“总书记对敦煌的关心关怀让我倍感温暖。”樊锦诗
说。

2015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从一线
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她，心中却一刻没有离开过敦煌。
在不少论坛、学术活动的现场，人们依旧不时可以看到
樊锦诗瘦弱的身影，她仍在为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工作建
言献策、殚精竭虑、奉献余热。

2023年 7月10日，“‘樊锦诗星’命名 樊锦诗基
金设立暨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座谈会”在
敦煌召开。相关负责人为樊锦诗颁发了“樊锦诗星”
命名证书，用以褒扬她为中国石窟考古与保护作出的
杰出贡献。仪式上，樊锦诗向敦煌研究院捐赠1000
万元人民币，由这笔捐款设立的“樊锦诗基金”将用于
敦煌研究院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
地建设。

樊锦诗表示：“敦煌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第二故
乡。服务敦煌是我终生的夙愿，莫高窟是值得奉献的地
方。一生能以自己的所学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这是我
的幸运。”

自觉地肩负起文化使命，做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让莫高精神代代相传，樊
锦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敦煌莫高窟博大精深、厚重宽广，作为敦煌研究院
的一员，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我有责任去弘扬、讲解、
展示它！”樊锦诗说。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牢记殷殷嘱托，让莫高精神代代相传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邵伟

花束、盆栽、收纳袋、工艺小摆件……走进湖南
省衡阳市蒸湘腾跃工艺厂的产品展示厅，各类精美
的手工钩编织品琳琅满目。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精美的手工编织品绝
大部分都出自残障人士之手。而这家企业的负责人
肖跃莲，同样也是一名残疾人。

肖跃莲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腿脚行走不便。
1995年，肖跃莲因所在的国企破产而被迫下岗待
业。没了工作，怎么生活？因为从小就跟随外祖母
学习周氏手工编织技艺，所以她有了靠手工编织来
挣钱养家的想法。肖跃莲说，“编织”是适合女性的
一门传统手工技艺，尤其适合行动不便的女性。

2000年3月，肖跃莲用积攒的3000多元购置了
一批旧设备，并聘请了10余名下岗女工，手把手地
教她们学习钩编技术，一步步扩大生产规模。在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工厂的员工就从最初的十几人迅
速发展到几百人，最多时甚至达到1300多人。

为了帮助残疾人就业，肖跃莲一直不遗余力地
寻找可以合作的商家，确保订单的稳固增长。随着
合作的商家越来越多，腾跃工艺厂的规模也越做越
大。2013年至2016年，工厂每年出口到世界各地的
服饰品有100多万件，年产值在1000万元左右，每

年为员工发放工资达500多万元。
2018年，肖跃莲对工厂的运营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改革，她不仅积极对接沿海城市，还将传统的订单
式手工业转化为网络电商运营，实现了“物联网+电
子商务+实体制造”的有效结合，通过“技能扶贫+文
化拯救+产业推动+孵化平台”的形式，在传承手工
编制文化和钩编技能的同时，精准帮助贫困妇女实
现就业增收。

从工厂的诞生到现在，肖跃莲走过了20多年的
创业之路。20年间，虽然遭遇了许多艰难困苦，但肖
跃莲也收获了一些比金钱更珍贵的财富，让她感受
到人性中的真善美。肖跃莲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她明白自己的工厂能有如今的发展，离不开员工
们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帮
扶。“我的员工是最美丽、最该敬佩的人，她们心灵手
巧、聪明善良、勤奋朴实、珍惜工作，是我坚持拼搏的
动力源泉。既然我选择了创业，就意味着责任和担
当，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让我这些兄弟姐妹安心有尊
严地工作。”她说。

作为中国妇女十三大代表，肖跃莲表示，她非
常珍惜这次参会的机会，她将带着沉甸甸的责任，
开好会，履好职，认真学习会议精神，“我将更好地
帮扶弱势群体就业，为他们自强自尊地努力生活继
续奋斗。”

湖南衡阳蒸湘腾跃工艺厂董事长肖跃莲

用“小钩针”编织创业助残“大事业”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同学们，你们觉得好朋友应该是什么样
的？”“是不是只有陌生人会给我们带来侵害
呢？”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澳瑞特小学内，一
堂“自我保护”课正在进行中。课堂上，李静
娓娓道来，用形象的语言讲述着一个个例

子。孩子们聚精会神，提问交流，他们第一次知道了
该如何保护自己。

李静是山西弈锋诚律师事务所主任，也是长治
弈锋诚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近年来，
在各级妇联引导和支持下，维权服务中心在长治市
下辖区县持续走进幼儿园、小学，开展防性侵安全知
识教育公益讲座，走出了一条全覆盖、制度化、课程
化的公益普法之路，项目受到社会广泛认可。

“教会孩子远离危险和侵害，远比事后兴师问罪
更有意义。”在一次与“女童保护”志愿者接触后，李
静深受触动并立即加入其中，成为一名防性侵知识
教育的志愿者。

2017年3月6日，李静应邀在长治市城区英雄
街小学开展首场防性侵知识讲座，获得一致好评。
几天后，李静牵头组建了一支以普及防性侵知识为
主要工作的志愿者团队——“女童保护”山西长治弈
锋诚志愿者团队，并通过广泛宣传公益项目，吸引志
愿者加入。

独行快，众行远。在组建志愿者团队的同时，李
静主动联系长治市区的中小学校，请校方推荐优秀
教师加入。在长治市妇联的支持下，2017年9月25
日，长治弈锋诚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作为长治市
妇联孵化的女性社会组织，正式登记成立。

长治地处太行山区，不少区县交通不便，教育相
对落后。为了让更多的山区孩子了解防性侵知识，
李静和团队成员开始谋划建立“女童保护”志愿服务
县级分队。

2017年12月，长治弈锋诚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
心组建了第一支县级分队——黎城分队。2018年

12月，黎城分队完成了全县71所小学的防性侵公益
讲座，黎城县成为山西省第一个实现适龄儿童防性
侵知识教育全覆盖的县。

2018年，成为长治市妇联兼职副主席之后，为妇
女儿童伸张正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更加成为李静
义不容辞的“分内事”。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
线也随即转至她的律师事务所，李静和同事们担负
起了为全市妇女群众提供专业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
的重担。

热心公益普法的李静还是团市委12355青少年
服务平台志愿者讲师和弈锋诚“青少年普法律师志

愿者服务队”创办人。通过开展女性文化学堂、妇女
维权法律知识讲座，为妇女儿童的权益鼓与呼，李静
和她的团队实现了让更多的妇女知法懂法，并善于
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已有过参会经历的李静，再次当选为中国妇女
十三大代表，她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赴京参会
前，李静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透露了她的新目
标：继续推进“女童保护”，实现长治市适龄儿童防性
侵安全知识教育全覆盖，做到“城区全覆盖，农村无
死角”，为更多儿童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做他
们成长道路上最坚实的守护者。

山西弈锋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静

做儿童成长道路上最坚实的守护者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 杜升文

“哪家要生孩子了，哪家老人有什么
病，那些高血压患者，我都知道他们各自
的血压到多少时会有头晕的症状。”余泽
英说，“我天天都在村里服务，对全村
302户村民的健康情况了如指掌。能为
患者们解除病痛，是我最大的心愿。”

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条件最恶
劣的德钦县霞若乡施坝村，乡村医生余
泽英靠步行、摩托、拖拉机、三轮车等，28
年来累计接诊11万人次，出诊800多
次，她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守护着广
大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995 年，余泽英从迪庆州卫校毕
业，21岁的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家乡
施坝村当起了乡村医生。

乡村医生没有正式编制，性质是半
工半农，但这丝毫不影响她作为医生的
热情。多年来，村卫生室成为她的家，余
泽英穿梭其间，既是医生，又是护士，一
待就是28年。

28年的村医生涯让余泽英成了村里
的万事通、活地图，村民健康的“活档
案”。只要她去稍远的村民小组出诊，时
间允许的情况下，她都会顺便看望周边的
患者。

一来二去，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余
泽英成了村民们最信赖的人。办银行
卡、补办身份证……村民有大小事都喜
欢找她，这是乡亲们对她的信任，也是她
放不下的责任。

看到有的群众暂时拿不出钱看病，余
泽英会先把病治好，等到村民有钱了再把
药费结了。对于那些家里实在困难的病
人，她也会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他们减免
一些医药费，减轻点儿他们的负担。

村里老人突发病症、小孩半夜感冒
发烧，只要一个电话，余泽英就随叫随
到。28年来，余泽英对工作执着，对群
众热情，小小的村级卫生室，一天最多
接诊114人，日均保持20余人的急诊
量，她把自己当成随叫随到的“乡村
120”。

这些年来，为了方便村民，余泽英还
组织16个村民小组建立了16个微信群，预防接种、健康体检
等事宜都会在群里进行通知。

此外，余泽英为了方便村民看病，还摸清了每个村民小组
里的有车户，将车辆的状况和车主的姓名、电话进行了备注，
让村民出门看病时一个电话就能找到车辆。

“不是我的医术有多高、多好，应该是28年的坚持，让村
里人信任了我。”作为乡村医生的余泽英，每天只能抽出晚上
2小时的时间，看看专业书籍，为了考乡村全科执业助理证，
余泽英整整坚持了12年。“我当时基础差，白天又忙，晚上有
的时候又要出诊，直到村里通了网络后上网学习，用了一年的
时间才把证考了下来。”

村民离不开余泽英，同样，无论余泽英走到哪里，村民们
都是她放不下的牵挂。28年，余泽英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施
坝村，把所有时间留给了患者，被大家称为“家乡宝”。“当了村
医以后，我才发现这里的村民太需要医生了，哪里需要我，我
就到哪里扎根。”余泽英说。

作为中国妇女十三大代表，余泽英深感责任重大。她
表示，一定会继续当好村民的“健康守门人”。

云
南
迪
庆
乡
村
医
生
余
泽
英

坚
守
雪
山
二
十
八
年
的
﹃
乡
村120

﹄

牢记嘱托 追梦奋斗

妇女十三大代表风采

肖跃莲肖跃莲

余泽英余泽英

樊锦诗樊锦诗

李静正在进行防性侵知识讲座李静正在进行防性侵知识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