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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数字木兰”女性发展年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在由蚂蚁集团发起、蚂蚁公益基金会支持的这场年会上，“90
后”人工智能训练师、乡村创业带头人、非遗传承人等一批乡村女性分享了自己在数字时代因“数字木兰”等系列公益项
目而带来的成长与蜕变，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数字公益带来的温暖、善意与力量。

“希望她们的努力和梦想，能
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4 月 16 日的杭州黄龙体育中心，
球场灯光为一群“追风”的乡村足球女
孩亮起。小运动员们尽情地在绿茵场上
奔跑，角逐全国乡村校园女足最终的
冠军。

这是在杭州亚组委的指导下，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青团浙江省委和
浙 江 蚂 蚁 公 益 基 金 会 共 同 主 办 的

“2023首届追风联赛总决赛”。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

次参加全国比赛，更是第一次见到王霜
姐姐。”来自云南宣威的12岁女孩杨檬
用3个第一次形容她此次难忘的杭州
之旅。

当晚，杨檬所在的云南宣威市靖外
明德小学女足队从参赛的6支球队中脱
颖而出，获得冠军。除了奖牌，杨檬和
队友们每人得到了一张杭州亚运会女足
比赛的门票。“这个奖励太赞了，能够
现场见到偶像们踢球，以前的我们都不
敢想。”杨檬激动地说。

更让杨檬和队友们兴奋的是，她们
在赛场近距离接触到了心中的偶像，中
国女足队员王霜。比赛当天，王霜刚结
束集中训练，特意从欧洲赶了过来。女
孩们见到偶像兴奋极了，跑去找她签
名、合影。王霜却反向女孩们“索要”
起签名，“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远
没有你们的这份自信，希望将来在国际
赛场上见到你们的身影！”

本想和女孩们再多踢两场比赛，但
因为接到紧急集训的召令，王霜只能匆
匆赶去机场。离别时，她穿着满是女孩
们签名的T恤。“特别感动，这个画面
我一定会一直记得。”杨檬说。

“你们说，将来咱们中间是不是也
能有人去中国女足？”临走前的那天晚
上，女孩们聚在宿舍畅想着未来。因为

“追风计划”这个公益项目，她们看到
了大山之外的世界，变得敢想敢做。她
们知道，追着风，跑起来，就是未来的
方向。

截至 2022年底，“追风计划”已
累计支持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 的70支乡村校园小学女足球队，
以前只能在田间、沙地踢球的孩子，
现在也拥有了和城里孩子一样的人工
草坪球场。“我们希望用更专业的赛事
组织和赛事体验给‘追风女孩’一个
更大的舞台，让她们的努力和梦想，
能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蚂蚁公益基
金会执行理事长彭翼捷说。

“这份工作让我守住了家，也
连接了世界”

90后李阿倩来自陕西省清涧，为了
获得更好的教育，她从小被父母送到西安
求学。大学毕业后，她开过奶茶店、做过
采购、干过运营，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她
始终觉得，“自己像大城市的隐形人。”

2020 年，她随父母回到了家乡清
涧，在这个常住人口仅11万多人的县城
做起了人工智能训练师。3年多来，她
不仅获得了稳定的收入，还逐步成长为
管理者，收获了很多认可。“这份工作，让
我守住了家，也连接了世界。”李阿倩说，

“父母总是会骄傲地告诉别人，我闺女是
训练机器人的，挺自豪的。”

在山西省永和县，一位年轻妈妈同样
因为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工作体会到了人生
更多的可能。今年春节，王丹丹拿着9000
块钱的工资单反复确认，“简直不敢相信。
原来没工作，全靠着婆家，什么都不敢买。”
拿到工资，她带着妈妈去纹了眉、做了头
发，还给她买了一套护肤品，这是她一直
以来的心愿。那一刻，她说自己27年来
第一次有了满足心愿的能力和底气。

从一无所知到成为从业者，李阿倩
和王丹丹的故事不是个例。2019年以
来，由当地政府大力引导，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蚂蚁公益基金会等社会力量的
支持下，仅在清涧及其周边县域，就已经
建立了5个数字就业中心，超600名乡
村女性、返乡青年等，借助数字化在当地
就业，走出了一套乡村女性数字就业的

“清涧实践”。

数字经济催生了大量的新就业机
会，在“数字木兰”系列公益项目的帮助
下，女性创业也迎来更多新的可能。

大学时，来自河南的郭娟收到爱人
送的一份家乡“特产”——甘肃甘谷的手
工麻鞋，从此开始尝试电商创业。毕业
后，她远嫁甘肃，跟着婆婆从零学习麻鞋
编制，做出的“防水麻鞋”一炮走红。

看到当地留守妈妈们的生存状况，
同样身为母亲的郭娟决定带着她们一起
创业。通过免费教她们学手艺，帮助她
们借着闲暇时间做鞋底、鞋帮，就地就
业，赚取收入。截至目前，累计培训近
8000名妇女，在甘肃的一些偏远地区，
郭娟和爱人还投资建了18个扶贫车间，
1000余名妇女在岗就业。

“很多次想过放弃，但幸运的是，最
难的时候，总有人在用善意把我向上托
举。”郭娟的创业路上，数字化一直是重
要关键词。不仅借电商让自家的麻鞋远
销海内外，还借助“数字木兰创业计划”
资金扶持，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让更多“木兰”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女性的一生中会经历很多的不同
角色，很多人不知道如何缓解这些压在
身上的重担，久而久之，就会受到负面情
绪的影响，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周芯
羽是某女性守护热线的一名志愿者，倾
听这些“问题”并给予心理支持，是她日
常的工作之一。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原副主任、
中华女子学院荣誉教授张立的相关研究
正印证了周芯羽在一线工作中的发现。

她表示：“女性受到因贫辍学、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冲击往往相比男性更大，需
要更好的鼓励和保障。”

幸运的是，近年来，随着数字中国进
程的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步入快车
道，作为乡村三留守中的主力人群，社会
组织在为困难女性增加保障层面迎来了
很多新的机会。

马雪莲来自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
是一名从业12年多的基层妇联干部。

2019年，马雪莲成了“加油木兰”女
性公益保险项目的理赔联络员，协助困
难女性在大病、教育等理赔场景下及时
申请理赔。“对身处困境的大病患者和渴
望继续读书的女孩子来说，理赔款可能
还不够多，但让她们多了一点鼓励。”马
雪莲动情地说。

为了协助更多符合条件的“木兰”们
申请理赔，这些年，马雪莲把各乡镇的卫
生院、高中、职校跑了个遍。夜深人静
时，马雪莲还经常在忙着解释理赔流
程。近年来，她已协助900余位困境女
性成功申请到理赔款。

“‘加油木兰’让不少女孩子重新走进
了校园。”马雪莲说，马阿西也是其中之
一，一度辍学的她在17岁时重新走进了
学校。“‘加油木兰’的教育金到账后，孩子
说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希望读完职校后
能做个学前教育老师。”马雪莲感慨地说，

“‘加油木兰’帮助了很多这样的女孩子，
希望将来也能帮助更多困境女性。”

这一项目，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联合阿里巴巴公益、支付宝公益共同发
起。通过为欠发达地区困难女性提供一
份免费的公益保险，同时结合国家的医
疗、教育保障政策，减少因贫辍学、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发生率。截至去年年
底，“加油木兰”累计已为东乡县22万
（人次）困难女性投保。

据了解，围绕数字技术助力女性发
展，蚂蚁集团近年来发起的“数字木兰”
系列公益计划，从女性的基础保障、就业
支持、多元发展等方面，助力提升女性的
安全感、成就感、幸福感。截至2022年
底，系列项目已为375万人次的困难女
性送出了免费公益保险；支持陕西清涧、
甘肃积石山等欠发达县域建立了17个
数字就业中心，为超1万名女性带去了
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技能培训；“十
年十亿”支持中国女足外，累计支持了
70所乡村学校女足球队。

“看到这么多‘木兰’们成了更好的
自己，真让人高兴！”年会上，一位参会嘉
宾感慨道。或许，这也是所有人共同的
感受和期待，“希望更多的‘木兰’们共同
点亮数字时代下的女性光芒。”

听听，，““木兰木兰””花开的声音花开的声音
——来自“数字木兰”们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郭帅

首届首届““数字木兰数字木兰””女性发展年会上女性发展年会上，，十位乡村女性获评十位乡村女性获评““数字木兰星数字木兰星””。。

“欢迎光临，请问您需要什
么？”在湖南省浏阳市沿溪镇路口
的烟酒专卖店里，每当有顾客上
门，店员杨柏明都会热情地打招
呼。灿烂的笑容，麻利的动作，如果
不是他腋下的那对拐杖，很多人不
会注意到他与常人有什么不同。

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杨柏
明还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因为
腿部残疾，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以
前不愿意出门，和人说话时连头
都不敢抬起来。”回忆起从前的自
己，杨柏明有些不好意思。

对于自己的蜕变和现在的生
活，杨柏明发自内心的喜悦。“我
现在的工作，不仅能养活自己，攒
下的钱还可以出去旅游，原来想
都不敢想。是秦妈妈给了我信心
和勇气。”他眼中充满感激地说。

杨柏明口中的秦妈妈，名叫
秦华冬，是湖南省浏阳市乐善家
园残疾人服务中心创始人。今年
44 岁的她衣食无忧，家庭美满。
在亲友们眼中，本可以活得更逍
遥自在的她却有些“自讨苦吃”，
选择了一条不那么好走的路。

秦华冬的丈夫张英科是孤儿
出身，小时候吃了很多苦，也得到
过不少好心人的关心和照顾。成
家立业后，秦华冬一家长期帮扶
一位家庭困难的残障女孩。“女孩
家里没有亲人了，时间久了我们
就以母女相称，她也开朗了很
多。”从此，一颗助残的种子悄然
在秦华冬心中扎下了根。

2016 年，秦华冬决定开办一
家残疾人托养机构，不到半年的
时间，乐善家园成立了。

可是开园之后的状况，却给
秦华冬泼了一盆冷水，“最开始那
一年太难了。”回忆起当年的压力
和焦虑，秦华冬至今心有余悸。

开园后，各种开支很快就让
她有些吃不消，“每天睁开眼睛的
第一件事就是愁钱。”秦华冬无奈
地说，当时最怕的就是接到会计
的电话，说的几乎都是资金空缺
的问题。

为了维持家园的正常运作，

秦华冬的丈夫外出做生意补贴家
用。2018年，在政府的帮扶和夫妻俩
的苦心经营下，家园终于渐入佳境。

秦华冬发现，由于长期封闭在
家，缺少正常的社会生活，许多残障
朋友的身体问题渐渐演变成心理问
题，“精神萎靡，不愿意接触社会。”
这让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我想给残障朋友一个真正的
‘家’，既是身体也是心灵的避风
港。经过调研后，我想办一个集托
养、教育、康复、就业于一体的家
园。”秦华冬说。

为了让残障朋友振作起来，积极
面对生活，秦华冬在家园里开设不少
特色课程，同时开展劳动技能、生活
自理能力等培训，“每个月还会组织
各种娱乐活动及社会实践活动。”

为了帮助他们树立信心，秦华
冬和丈夫还咬牙卖掉了浏阳市区的
房子，创建了助残农场。“有了这些
场所，托养人员就有更多选择，他们
可以参加力所能及的有偿劳动，从
中获得成就感。”秦华冬说。

“乐善家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
帮助残障人士就业脱贫，活出尊
严。”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40多位
托养人员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岗
位。除了乐善家园自身的岗位外，还
有家政、送水员、烟酒店店员等。

杨柏明就是其中一位成功就业
的托养人员。“秦妈妈每个月肯定要
来一趟。”杨柏明说，秦华冬的耐心
和诚恳，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
妈妈的关爱，“我想做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让秦妈妈为我骄傲。”

随着家园的发展，入住人数越来
越多。2022年，秦华冬和丈夫决定迁
址。为了节省开支，他们自己挑砖、挖
土、运沙，双手的硬茧磨得开裂流血。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乐善家园有了更
大的空间迎接他们新的“家人”。

如今，乐善家园共有80余位托
养人员。每天，秦华冬都像亲人一
样，贴心地照顾、守护着他们，这里
成了他们真正的避风港。“有秦妈妈
这个‘定海神针’在，大家很安心。”
住在家园里的残障朋友们知道，无
论走多远，他们的家一直都在。

（袁霖）

给残障朋友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本报讯（记者 舒迪）为普及
血友病知识，让社会公众更加了
解和关注血友病群体，天津市慈
善协会近日开展了“世界跃变
友爱不变”2023年世界血友病日
主题活动。

活动中，天津市慈善协会相关
负责人向参会人员介绍了该市对
血友病患者的援助项目，现场爱心
企业捐赠资金用于支援血友病项
目。据介绍，目前血友病患者使用

的重组人凝血八因子（拜科奇/科跃
奇）药品已纳入天津市医保报销范
围，为了进一步减轻患者家庭的经济
负担，从2012年开始天津市慈善协
会开展血友病患儿援助项目。今年
该项目继续开展，符合条件的患者，
将除社保支付、民政救助、中华慈善
总会援助外，剩余个人负担部分按
照50%的比例给予资助，使低保患
者基本实现零自付，非低保患者自
付金额不足总药价的10%。

天津举行世界血友病日主题活动

本报讯 “赞妹子幸亏遇到了
你们，等她恢复好了，就能回学校
上学了！”获知刘赞美手术成功的
消息后，她的堂伯父兼监护人刘孟
山在电话里不停地向湖南娄底市
政协委员谭永忠道谢。

13岁的刘赞美家住娄底冷水
江市三尖镇光明村，父亲于2022
年去世，母亲失联，本人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由于家庭困难耽误了最
佳治疗时间，导致无法正常生活学
习并随时有生命危险。

“我们驻村后，对易返贫人口
实施常态化监测，由政协委员一对
一结对帮扶，并明确一户一策帮扶

措施。”娄底市政协乡村振兴驻光明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李震介绍，刘赞美
就是谭永忠的结对帮扶对象。

为挽救孩子宝贵的生命，谭永忠
多次上门走访慰问，探视病情，并发
挥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多方联系相
关单位和部门，终于在今年3月份，
通过娄底市卫健委为孩子争取到湖
南省儿童医院的免费手术项目。“我
们就是要让更多‘小赞美’有光明的
未来。一户一策帮扶措施，给了政协
委员真正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机会，
让群众的急难愁盼真正放在了委员
心里。”娄底市政协主席梁立坚说。

（杨红）

湖南娄底市政协委员助力困境女童来自江苏句容的张映奎今年 80
岁。清明节那天，他特意带着孙子来到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小董镇。历经山
路颠簸，车停在了小董镇烈士陵园。望
着不远处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他和孙子
手牵手，缓缓拾级而上，额头沁出一层细
密的汗珠。

这里长眠着他的哥哥，句容籍烈士
张靖华。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29
师、137师等部队南下，在剿匪斗争中，
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120多名同志壮烈
牺牲，其中就有句容籍战士张靖华。

这场跨越时空的“相见”，张映奎足
足等了70余年。

哥哥参军时，张映奎才5岁。有生
之年找到哥哥的安葬地，是张映奎的父
母临终前最后的嘱托。

纪念碑前，祖孙俩三鞠躬后，张映奎

从墓旁挖出一捧土，小心翼翼地装进带
来的罐子里。张映奎回到家，把土撒在
了父母的墓地旁。

促成这场时隔70余年的“团圆”背
后，除了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努力，
还离不开一群来自浙江宁波的志愿者们
的付出。他们来自“我为烈士来寻亲”团
队，团队发起人名叫孙嘉怿，她的网名叫

“猫小喵滴兔子”，烈士亲属和其他志愿
者都会亲昵地唤她“小猫”。

孙嘉怿喜欢把和她一样为烈士寻亲
的志愿者称为追“星星”的人，“我们追的
是天上最闪亮的‘星星’，是为革命事业
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说这话时，她的
语气中满是骄傲。

“开始为烈士寻亲，源于自己的外
公。”孙嘉怿说，她来自一个军人家庭，爷
爷参加过抗日战争，父亲当过海军战

士。“小时候家里还有张外公的照片，后
来就找不到了。他是什么样的人？经历
过什么？那么多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又
有着怎样的故事？”想起这些，她尝试在
网上发起了“我为烈士来寻亲”话题。

“没想到这个话题受到了很多人的
关注，也吸引了一批和我有着相似疑问
的烈士家属。”于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追
星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行动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可以
做很多事，帮助烈士找到亲人。”孙嘉怿
说，比如烈士后代中很多农村老人不会
用智能手机，相关部门发布官方寻亲信
息后，志愿者们就走村入户，帮助老人了
解最新的消息，以此打通烈士寻亲的“最
后一公里”。

如今，“我为烈士来寻亲”团队已吸
引400多名志愿者加入。2022年5月，
孙嘉怿荣膺全国最美志愿者称号。

这些年，在志愿者们的努力下，4万
多条烈士信息被整理出来，详细到出生
年月、家庭住址、部队番号、牺牲时间、安
葬地点等。为了搜集更多烈士信息，他
们的追寻足迹已遍布全国，还曾远赴朝
鲜、韩国、越南、老挝等国家。

“很多烈士家属只知道亲人牺牲，却
不知埋骨何处。”孙嘉怿说，“我们不仅要
找到烈士墓地、搜集整理出烈士的信息，
还得为他们找到后代血亲，这才是一个
完整的句号。”

为了更多“大团圆”，孙嘉怿和团队
们的行程更加忙碌。几年前，为了专心
做公益，她辞去工作。不同于其他年轻
女孩，打开她的微信朋友圈，分享的日常
几乎都与烈士寻亲相关。

因为志愿者们的努力，至今已有千
余位如张映奎哥哥一样的烈士找到了自
己的“根”。“如果家属给的烈士信息完
整，最快两分钟就能找到安葬地点。”孙
嘉怿说：“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很多
烈士家属没有等到团圆的那一刻。希望
更多人不再有这样的遗憾。”

在为烈士寻亲的过程中，孙嘉怿还
发现了很多烈士亲属藏在心底的愿望，

“比如烈士留下的家书、烈士证明书等
遗物破损严重，家属希望能修复保护；
有些烈士没有照片，亲人们想再看看他
的模样。”

为了尽力弥补烈士亲属心中的遗
憾，孙嘉怿牵头发起“我为烈士修遗物”

“为烈士画像”等活动。“参与这些活动
的志愿者大多是艺术院校的在校大学
生。”孙嘉怿说，这些衍生出的公益项
目，在温暖烈士亲属的同时，也带动了
一批“00后”大学生在活动中了解革命
先烈的英勇事迹，感悟当下来之不易的
和平与幸福。

在浙江余姚朗霞街道天华村符氏祠
堂内，符锦惠烈士的后代这些天刚刚收
到志愿者送来的三爷爷的肖像画。“见到
这幅画，家里老人情绪很激动，直说这就
是你三爷爷年轻的时候。我们后辈也对
他有了更具体的印象。”符锦惠的孙侄符
建军说：“画像送回家，也是三爷爷回家
的一种方式。”

每次见到这样的团圆，孙嘉怿的内
心总是充满力量。“为烈士寻亲再难、再
辛苦，与烈士的奉献相比，都是微不足道
的。”她动情地说，这场特殊的“追星”，她
会和志愿者们一起，一直继续下去……

孙嘉怿：“我们追的是最闪亮的‘星星’”
本报记者 郭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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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文杰）祖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兴仁镇的
张鹏峰、刘启敏夫妇近日为当地

“一老一小”再次捐赠60万元。自
2004年起，夫妻俩在19年间向家
乡兴仁镇捐款500余万元，先后设
立助学基金、援建乡村公路、捐建
图书馆等。此次捐款中，50万元用
于帮助当地250名80岁以上高龄
老人改善生活，10万元用于为10
个小学生家庭捐建“希望小屋”。

据了解，张鹏峰现任上海某律
师事务所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夫妇二人均为兴仁镇
人。“奉献爱心，是因为曾被爱温
暖。”说到多年来一直持续捐赠的

原因，张鹏峰告诉记者，20多年前，出
身贫寒的他和爱人因学习改变了命
运，但是多年来他们一直难以忘怀家
乡人民当初对他们的帮助与关爱。

“慈爱之心，是会传递的。”刘启敏说：
“家乡帮助过我们的人的恩情我们一
直铭记在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我们现在有能力回馈家乡了，最大的
愿望就是让老人老有所依，用知识改
变孩子的命运。”

在积极捐款的同时，夫妇俩还举
办了多期“塞上骄子沪上行”夏令营，
每年委托兴仁镇从各学校选拔优秀
学生到上海的高等学府参观学习、开
阔眼界。目前，已有多名受资助的孩
子考进了国内知名高校。

爱心夫妻19年向故乡捐款5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