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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滨张伟滨 杨成兰杨成兰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古有花木
兰弃织从军，而今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榕江县栽麻镇丰登村，杨成兰却是放
弃城市生活，返乡传承侗布织染技艺。

丰登是一座古朴的侗族村落。杨成兰上
学读书之余，跟着母亲和外婆学习织布、染
布，心里埋下了对侗寨传统手工艺的兴趣和
敬佩。

2004 年，杨成兰考上贵州民族学院
（今贵州民族大学）音乐专业，成为丰登村
第一位大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她克服家
庭经济困难，完成学业。毕业后不久，杨成
兰进入贵州民族大学教书。

作为侗寨女子走出大山的榜样，在村民

羡慕称赞之时，杨成兰的抉择却出乎意料。
“2016年，我回家过春节，发现亲友家

上好的侗布被堆放在屋角，不用也不管，我
就发微信推销。没想到，几天时间，全寨的
土布都卖光了。”由此，杨成兰毅然返乡织
布染布，重拾童年记忆，焕发侗布生机。

走出大山不容易，返乡创业更艰难。
首先是村民思想观念守旧，传统侗布是

自用，从未当作商品销售。“开始，只有一
位70多岁的手艺人答应给我做几米布。”杨
成兰说，“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我提前支
付村民工钱，不论织染效果，先照单全收，
愿意做的手艺人越来越多了。”

其次是创业资金困难，手头只有4万元

启动资金。但杨成兰凭着对侗布的挚爱，成立
了榕江县倚山人手造生活工作室，自己组织村
民织布、染布，丈夫负责在电商平台销售。

侗布织染原料来自侗寨的田间地头，生产
工艺复杂，选棉、轧花、搓棉、绞纱、排纱、
捡纱、织布、染布、捶布、蒸布……经过30
多道工序，将棉花制成布需要大半年时间。

“侗布产量低，但它纯天然，无污染，受
到消费者的青睐，我们村的产品远销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杨成兰说。

2021年，杨成兰的网店销售额超过200万
元。这一年，她被贵州省委、省政府评为贵州
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成为第十四届榕江县政
协委员。

作为县政协委员，杨成兰多次针对当地就
业情况建言献策。其中，《关于吸纳乡土人
才、留住人才 推动乡村振兴的建议》提出
后，县政府出台文件，号召成立乡贤会和校友
会，助力乡村振兴。《关于扶持农村妇女居家
就业的建议》提出后，在栽麻镇的支持下，杨
成兰组建了榕江县倚山人传统织染农民专业合
作社，吸纳栽麻镇29户113人，不管是在家
里，还是到“倚山人”集中织染，每人每月收
入都在1500元以上。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2022年，杨成兰着
手将“倚山人”扩建为非遗侗布文化产业基
地，建设侗布文化应用馆、植物色彩工坊、侗
布纺织馆、侗布文创馆、侗布主题民宿、侗布
文化研习中心等，预计2023年10月完成，届时
将带动就业人数达1000人。“我们还与‘蓝染文
化’项目合作，建设蓝染工坊，壮大集体经
济，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杨成兰介绍。

花木兰从军，留下一段忠孝节义的美好
故事；杨成兰返乡，奏响一曲飞出大山的时
代壮歌。

杨成兰：侗布飞出大山来
通讯员 石庆伟

“工作至今，我一
直是一名基层医生。回
想起援藏期间爬过的一
座座高山，从山上蜿蜒
而下的小溪……只有经
过磨砺，越过阻挡它的
顽石，才能激起美丽的
浪花。”

2012 年，韩玉亭
辞别家乡，踏上雪域高
原。

“当时，我已经是
一名副主任医师了，援
藏任务下来后，内心不
纠结是假的。那段时间
只要看到关于西藏的新
闻，就会不由自主地关
注。了解到那里落后的
医疗技术以及艰苦的生
活环境后，我觉得西藏
需要我，那里有很多人
需 要 医 生 ， 我 应 该
去。”说起十几年前的
职业选择，韩玉亭心情
还是无法平静。

巍峨的群山、洁白
的云朵、漫山的羊群、
清澈的河水，这是游客
心中西藏的模样。然而
这一切对于韩玉亭来
说，却有着更深刻的感
触：高寒、缺氧、头疼
欲裂、剧烈呕吐。尽管
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接
踵而来的高原反应以及
生活上的种种不适，还是让她措手不及。

韩玉亭对口支援的南木林县有 17 个乡
镇，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3790—4952 米之
间，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在土布加乡义诊的3
天里，每天接诊量超过100多人次，藏族同胞
们听说来了内地的医生，络绎不绝地到她诊病
的医院、住宿的房间甚至食堂来找她查体看
病，韩玉亭每一次都耐心细致地询问病情和体
检，开药后总是嘱咐实习医生用藏语把药物使
用方法写在药瓶上。

那段岁月，给韩玉亭留下了许多深刻回
忆。在海拔接近4900米的布普乡，她出现了
严重的高原反应，剧烈头疼、胸闷心慌，可当
她知道山上有位80多岁的老奶奶生病不能到
现场就诊时，二话不说，背起药箱爬山到老奶
奶家里，老人感动得不停地用藏语说：“拉托
其、拉托其（藏语：谢谢）。”

去藏北色吾沟查体义诊返程的路上经过一
座山，山上有个村庄，居住着 20多户牧民，
听说援藏医生来查体看病，他们早早在山脚下
铺上崭新的藏毡，摆好干净的桌子，备好香甜
的酥油茶等待。蓝天白云为篷，幽绿的牧草为
地，为韩玉亭撑起了一个美丽广阔的诊室。她
仔细地为村民查体、问诊和发药，看到病痛的
焦虑散去后露出的笑脸，她所有的疲劳也随之
散去。

人生的每一次经历，都是一次成长，援藏
的经历也让韩玉亭蜕变。“用阳光的心态对待
援藏，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也会变得充满阳
光。”这是她自己总结出来的一句话，也是此
后工作与委员生涯中一直奉行的座右铭。

因此，援藏任务结束后，2019年韩玉亭
又一次主动请缨，参加山东省挂职帮扶乡镇医
院活动，担任了昌邑市石埠经济发展区医院业
务院长，和同事们一起经过一年多的拼搏，把
一处普通的乡镇卫生院打造成潍坊市特色中医
专科医院。

2017 年，韩玉亭成为潍坊市政协委员。
从一名县政协委员，成为一名市政协委员，她
深知自己担负的责任更重了。围绕基层群众就
医难、看病贵等问题，她积极访民情、听民
意，编报了《推动医保改革，提高基层医疗服
务质量》《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 提升诊疗
服务水平》等提案、社情民意信息30多件。

一次援藏经历，一生履职情怀。韩玉亭早
已用行动诉说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为国履
职，为民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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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跟外婆住在一起。一天晚
上，外婆突然中风晕倒，后来在邻居的帮助
下送到医院，但因为耽误时间太久，外婆再
也没有醒来。那时我读小学六年级，想着自
己要是医生就好了。

这个想法一直伴随我读完初高中，在填
报大学志愿的时候，父亲是大学老师，他希
望我能报考他所在的学校并攻读工科专业，
并已经帮我在志愿填报草表中选好了学校专
业。但我还是想当医生，在正式填报志愿
时，我把志愿全部都改成了医学院。后来，
我顺利被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为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录取。

上世纪 80 年代初，国家医学体制改
革，全国有六所医学院校学制由5年改为6
年，我成了第一届六年制的医学生。医学有
很多知识点需要熟记，当时宿舍每天晚上
10点半后要熄灯，为了能多记一点，同学
们经常会在熄灯后打着手电筒或点着蜡烛看

书。学医确实会辛苦一点，但那时的想法也
很单纯——只是一门心思要把书读好。既不
羡慕别的专业同学有大把时间去玩，也从来
没有觉得学医是一件苦差事。唯一一点是读
书时间比别人多了两年，我经常开玩笑说

“也就工龄会比别人少一些”。
入职前，我更希望成为普外科医生。我

在普外科实习时间比较长，手术上手的机会
也较多，觉得自己对外科更为熟悉。但领导
偏偏就把我分配到了骨科，这让我多少有些
失落。

相对普外科，我其实对骨科了解并不
多，一时无所适从。我入科时的骨科主任经
常讲骨科医生的成长是个漫长的过程，“三
年刚入门，五年知皮毛”，所以对年轻人的
培养尤其严格。那时，我们每个月交一次读
书笔记，主任认真做点评；每三个月一次考
试，既有理论知识，也有实践操作。现在回
过头来看，我所取得的一点临床骨科成就，

很大程度跟那时基础打得好有关。
到骨科上班的第一天，我就被安排到骨科

急诊上班。三个月后，突然被告知“下个月，
你来当急诊班的主班医生”，要带着几个进修
医生独当一面，所以压力很大。记得我独立做
的第一台骨科急诊手术是处理手臂骨折，但是
之前并没遇到过，怎么办？我一边急忙向上级
老师请教，一边认真学习随身携带的教科书。
好在那时进修医生都是原单位的骨干，在大家
的配合下，手术成功完成。

慢慢地，经历的复杂场面多了，信心也足
了。感觉才做了一年的骨科医生，好像很多骨
科手术我都会做了，尽管都是些基本的手术。
再后来，要做一台对当时而言难度较大的股骨
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当时手术台上还
有比我年资更高的师兄，但主任说：“今天这个
手术你来做吧。”顺利完成后，好像自己一下子
成长为一名“大医生”了。

“看！这么有难度的手术我都能做了！”

今年，我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尽
管委员履职工作、党派工作会占用一部分精
力，但直到现在，我每年大概还要做两三百台
手术。我认为，只有在工作中不断提升信心，
才能更加热爱所从事的职业。

现在，网上有一种观点戏称“学医是一条
不归路”。的确，无论是在学校内还是工作
后，医生的作息是没有保障的，“做到老学到
老”，不停地“充电”学习新知识和新进展对
医生而言是种常态。我也了解到，很多医学毕
业生都希望在大城市大医院工作，这很正常，
因为大医院意味着更多的成长机会。但是，大
医院也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同时基层也需要
优秀的医生，怎么办？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的提案聚焦
完善三级医疗体系建设，希望三级医疗体系功
能定位更加清晰。一方面，能让老百姓方便看
病、就近看病、更好地看病；另一方面，也希
望在不同级医院的医生们都能获得同质化的职
业培训和发展机会，获得百姓一致的职业
认同。

现在，我经常会告诉我的学生们，既然
走上学医这条道路，就应立志成为一名好医
生。要把专业知识基础打牢，要不断与时俱
进提升业务水平，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中稳步
成长。

张伟滨：“医”路向前 何惧不归
张伟滨 口述 本报记者 杨智嘉 整理

7月14日，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火炬传递成都站的第3个传递日，“蓉火”
传递到四川农业大学（温江校区）。第120棒
火炬传递手邓小燕高举“蓉火”，顺利完成
传递。

“希望把大运会精神传递给广元人民，鼓
励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和实现梦想。”心
怀这样的期盼，邓小燕当天便赶回四川省广
元市剑阁县，因为家乡的一场又一场“助农
好物”直播等着她，拔节生长的稻米等着她
去记录拍摄……

离剑阁县城近100公里的双西村，地处
四川省盆周山区的剑门蜀道边上。独特的地
理气候及自然资源条件，既让这里成为远近
闻名的“贡米之乡”，也孕育了邓小燕开朗活
泼、敢拼敢冲的性格。

小时候，邓小燕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
师。但随着父母年龄渐长，挣钱养家的重任
落在了邓小燕的肩膀上。于是，她孤身一人
南下珠海，开启了忙碌的打工生活。

尽管身处热闹繁华的大城市，但邓小燕
“总想为家乡做点事”。恰逢此时，广元启动
实施优秀农民工回引培养计划，于是她在
2015年回到了双西村。

有在大城市开阔的眼界和积累的经验作
支撑，邓小燕选择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东宝
贡米”进行创业。经过调查研究后，邓小燕
发现：双西村充足的光照、宜人的气候、得
天独厚的土壤，让“东宝贡米”稻米粒粒饱
满、色泽圆润。但受制于传统种植方式，稻
米一直以来产量不高，“东宝贡米”没能给村
民带来良好经济收益。

“这么好的米，不能就这样困在大山
里。”邓小燕谋划着以“互联网+农业”模式
把家乡好米带出大山。

创业第一年，邓小燕引种越年再生稻
100亩，由于对水稻种植技术和管护不熟悉，
当年全部亏损，不仅花光了打工的积蓄，还
欠下5万余元外债。

“一个没下过地的女娃娃，怎么种得好水

稻呢？”“她吃不了苦，就是闹着玩儿的”……
为此，一些村民说起了风凉话。

面对质疑，邓小燕有过沮丧，也几度想放
弃。“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不管多艰难，也要走
完。”认真剖析失败的缘由后，不服输的邓小燕
重整旗鼓，告别化妆品，脱掉高跟鞋，头戴草
帽、卷起裤脚，扎进田间地头，变成彻彻底底
的“新农人”，靠返乡创业优惠政策，申请创业
无息贷款，邀请科研院所专家选育优良品种，
实地指导水稻种植技术……

创业第二年，邓小燕采用先进覆膜育秧技
术试种的良种水稻大获丰收，卖出了好价钱，
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加入。她又以核心产区为
示范，成立农业公司，创建自有品牌，以统一
生产计划、生产资料、技术培训、技术规程、
品牌包装和保护价回收的“五统一保”方式运
作，走上了规模化种植优质水稻之路。

创业第三年，邓小燕组建起销售团队，通
过“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模式把“东宝贡米”
推向全国市场。

“家乡党委政府一直支持我，为家乡奋斗，
是种幸福！”邓小燕直言，8年里经历了太多酸甜
苦辣，让她坚持下来最大的底气是党和国家乡村
振兴的好政策，以及家乡的好山好水好粮食。

火热的田间劳动，背着背篓、翻山越岭来
赶集的阿公阿婆，村里新建的房、新修的路
……现在，只要一打开邓小燕的短视频、推
文，处处可见广元乡村的新变化。

2021年，邓小燕成为四川省广元市政协委
员。在她看来，政协委员让她能更加密切地联
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地参政议政。“作
为一名基层委员，我将努力当好‘群众的代言
人’。”

基于此，邓小燕积极主动履职，提交了
《关于打造“广元贡米”区域公共粮食品牌的建
议》《关于加大对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建设的建
议》等提案，呼吁和建议有关方面持续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
在今年广元市政协全会期间，邓小燕又提交了
加大对粮食生产关键环节给予政策支持的建
议，希望进一步完善种粮补贴政策，提升种粮
经济效益、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谈到今后的打算，邓小燕如是说：“农村的
舞台很大，是一个年轻人历练成长、干事创业
的好平台。我要把青春的拼搏力量融入乡村振
兴之中，决心再种三十年粮，带动更多群众种
粮、种好粮，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燕：我的创业之“稻”
通讯员 唐彪 向海舒

促就业齐动员·
委员在行动

韩玉亭韩玉亭

■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1158万人，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广大政协
委员积极行动，立足本职岗位建言献策。本期，四位政协委员讲述了自己的就业故事。他们或是回忆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心路历
程，或是分享帮助年轻人顺利就业的经验，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