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寨里的乡村“CEO”
本报记者 黄典

黄 敏
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政协常委，50米蝶泳世界纪录和全

国残运会6项全国纪录保持者，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三八红旗手”、“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纪念章、“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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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巧 云 单 一

“命运赋予我重重磨难，却从未

将我打倒，反而令我更加勇敢和坚

强，一次次将之战胜。就像蝴蝶，需

要经过不懈努力破开茧壳，才能张开

美丽的翅膀，在繁花似锦中翩翩起

舞。”提及自己的奋斗故事，黄敏会

将经历比作破茧化蝶的过程，以此来

让听者更直观地理解，何为“永不言

败”“持之以恒”。

聚沙成塔，燃起希望的“火种”

小时候的黄敏是一个活泼开朗、爱

笑爱跳的小姑娘，可8岁时，被变压器

强大的电流击中，她永远地失去了左臂。

命运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会

打开一扇透光的窗。1999 年，15 岁

的黄敏在老师和家长的鼓励下，顺利

通过云南省残疾人游泳队的测试，成

为一名专业游泳运动员，一次次展现

出她不服输、不认输的拼搏精神，不

仅通过了一次次严苛的淘汰选拔，成

绩更是越来越好，2000 年，她入选

国家残疾人游泳队，最终成长为一名

为国争光的奥运冠军。

“多少次都想放弃，可看到残缺

的手臂，我咬牙坚持下来，我想证明

自己，我行，我可以！”作为一名游

泳运动员，黄敏把障碍看作是一种磨

炼，迎难而上，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

向前奋进。日复一日地竞技与训练，

她将失去手臂的自卑与痛苦踩在脚

下，向更快更强发起一次次挑战。

黄敏代表云南参加了数届全国残

运会，共获得 15 金 7 银 2 铜；代表中

国出战悉尼残奥会、韩国釜山远东南

运动会、阿根廷残疾人世界游泳锦标

赛、雅典残奥会、伦敦残奥会等国际

赛事，共获得 10 金 5 银 3 铜，累计获

得 世 界 级 、 国 家 级 比 赛 奖 牌 42 枚 ；

特别是在 2008 年北京残奥会上，一

举斩获女子 50 米蝶泳冠军、女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亚军、女子 100 米蛙泳

亚军，成为 S7 级女子 50 米蝶泳世界

纪录保持者。

黄敏的经历，是一段传奇，对于

家乡的广大少年儿童来说，更是一堂

难得的成长课，真实又生动。在成为

罗平县政协委员后，黄敏积极投身到

走进校园和孩子们分享自己成功经历

的教育活动当中，一次次讲述自己的

奋斗故事，传递何为勇敢、何为坚

强、何为努力、何为拼搏等宝贵的精

神品质。

尽心竭力，奏响平凡的“乐章”

2017 年 6 月，黄敏光荣退役，她

放弃了留在省会昆明担任教练或从事

其他较好工作的机会，毅然决然选择

回到家乡罗平，成为县残联办证维权

科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被问及原

因，她是这样说的：“我所取得的所有

成绩，都来自于家乡的哺育。如今，

到了我回报家乡的时候，我要竭尽所

能地为家乡和父老乡亲们做些事情。”

同样作为残疾人的黄敏，深知身

体有缺陷后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不仅

在工作中竭尽所能地为家乡的残疾群

众服务，在履行政协委员职责时，更

是从如何更好为残疾人谋福利方面进

行思考和研究，多次提出增加残疾人

出行便利、加强对残疾人的关心关爱

等方面的提案建议及社情民意。

为残疾人实现人生梦想、共享发

展 成 果 ， 是 黄 敏 一 直 关 注 的 问 题 。

2021 年 7 月，黄敏参加了罗平县政协

组织的“助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调研协商活

动。通过这次调研，她收集了相关残

疾人就业创业方面的信息资料，听取

了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之后，她提

交了 《关于加大残疾人创新创业支持

力度的提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采

纳和办理。

除了这些，黄敏还积极参加爱心

助残活动，组织团队，利用自己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集结社会各界资源对

有困难的残疾人家庭进行帮助，并多

次分享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勇敢地

向前看，活出价值、亮出精彩。

真抓实干，垒稳发展的“基石”

近 20 年的泳坛生涯，多次参加

世界大赛的丰富经验，让黄敏深刻意

识到发展体育事业对于家乡发展的作

用。只有更多的孩子对体育运动充满

热爱，积极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才

能出现更多的世界冠军。近期，她参

与完成的 《关于规划建设一个功能完

善游泳馆的建议》 提案已得到落实，

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待项目审批

和资金到位后即可开工建设。

除了体育事业，黄敏还关心安全

问题，尤其是孩子防溺水方面的安全

教育。每年临近暑假，到学校宣传防溺

水安全教育知识更是她的必修课，全县

多所中小学校都留下她的身影。她以自

身游泳奥运冠军的影响力教导学生游泳

和防溺水知识，并化身游泳戏水娱乐场

所的安全监督员，为孩子们讲解夏季玩

水的注意事项和安全常识。

2023 年 6 月，黄敏还提交了一份学

生防溺水的社情民意信息，她建议：在

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开设游泳课，增强学

生安全意识和逃生技能，并抓好日常教

育、警示教育和自救教育。

“生逢伟大时代，我将坚定信心、

坚持梦想、奋斗有我，将顽强拼搏的奥

运精神带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去，成为更

优秀的自己。”在赛道上，黄敏是拼搏

争先的游泳健将；在工作中以及成为家

乡的一名政协委员后，黄敏履行着自己

的职责和使命，继续为家乡的残疾人事

业和体育事业发展，为父老乡亲的幸福

生活而努力奋斗。

黄敏坚信“比赛可以落幕，拼搏永

不停歇”，她将延续不畏艰险、不惧困

难、不怕辛苦、努力付出的品质，如破

茧而出的蝴蝶一样，展开绚丽的羽翼，

舞动出最灿烂的芳华。

破茧成“蝶”舞芳华
通讯员 黄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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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 年 来 ， 潘 巧 云 与 2472 名

“顺丰人”一起，全身心投入洱海保

护，致力于对各类有机废弃物进行资

源化利用，在湖泊污染物清理、苍山

枯枝秸秆收集、污泥底泥淤泥清运、

枯死水生植物打捞，以及绿色有机农

业发展、环境保护知识宣传、科研技

术帮扶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为什么从事这份工作？这是潘巧

云 用 实 际 行 动 去 回 答 的 一 个 问 题 。

“又脏又累”是绝大多数人对潘巧云

工作的判断，朋友们不理解她为何会

选择这份工作，常常跟她开玩笑，说

她明明是一个有学识的秀丽女性，每

天却和牛屎马粪打交道。

而 对 于 潘 巧 云 和 她 的 同 事 们 来

说，这些牛屎马粪既不脏也不臭，经

过他们的努力，就能变成洱海保护和

流域治理的“黄金”。

牛粪变“黄金”

7 月的大理，苍山青葱翠绿、洱

海碧波荡漾，这里是暑期大热的旅游

目的地。而在 10 多年前，苍洱之间

并非这样一幅如画的风景。“当时洱

海边、田地间有很多畜禽粪便随意堆

放，一到雨天，粪水就随着雨水流到

洱 海 里 ， 对 洱 海 形 成 了 很 大 的 污

染。”潘巧云提到，当时顺丰公司生

产有机肥需要大量的畜禽粪便作为原

料，大家就萌生出了这样一个念头：

“ 是 否 可 以 将 这 些 畜 禽 粪 便 回 收 利

用，既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洱海面

源污染，又可以快速收购有机肥生产

原料。”

“我们紧紧围绕洱海保护工作，

每天收集洱海流域各类有机废弃物近

2000 吨，截至目前，已累计收集处

理了有机废弃物近 350 多万吨，生产

出了各种有机肥料产品 280 多万吨，

减 少 了 大 量 的 COD、 总 氮 、 总 磷 、

氨氮等无机物流入洱海，探索总结的

‘ 顺 丰 洱 海 ’ 模 式 可 在 全 省 复 制 推

广。”谈起这些，潘巧云脸上露出了

灿烂的笑容。

凝聚“她”力量

“最初身边很多人很不理解我们

的选择，但随着洱海保护治理工作的

推进和大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凸显，

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成为了洱海边最酷的‘铁娘子’！”

在 工 作 中 ， 出 现 困 难 问 题 是 常

态，潘巧云的选择是不退缩、不回

避，直面困难问题。在流域畜禽粪污

收集初期，潘巧云与同事一起，干劲

十足地投入到工作中，可没想到，刚

开始她们就遇到了“钉子户”。

那时在大多数农户眼里，“牛粪

换钱”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把牛粪拉

到收集站费力又费时，如果拿不到钱

就得不偿失了。潘巧云和同事们反复

劝说，很多农户依旧无动于衷。“我

们没有知难而退，而是迎难而上，坚

持挨家挨户上门宣传、重点突破，带

着农户们去到收集站，现场讲清收集

站工作流程和运行模式，并现场向大

家兑付现金。”潘巧云说，随着工作

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户认识到牛粪收

集对面源污染治理和洱海保护的重要

性，逐渐加入到畜禽粪污收集的队

伍中。

在潘巧云的带动下，现在洱海边

相继出现了一批批“不怕脏、不怕

臭，脏了我一人、净了一个村”的

“ 牛 粪 公 主 ”“ 淤 泥 王 子 ”“ 泔 水 姐

姐”“水草哥哥”等，他们在岗位上

默默坚守和付出，守护着大理的碧水

蓝天。

为了让女职工更深入地参

与洱海保护工作，潘巧云创新

设 置 了 “ 两 室 一 队 一 中 心 ”，

把女职工发展成为队伍中的技

术能手、优秀工人，打造一支

有理想、有信念、听党话、感

党 恩 、 跟 党 走 的 “ 顺 丰 娘 子

军”。

履职敢担当

“洱海保护治理一定要特

别关注面源污染治理，我建议

加大对洱海保护企业和洱海保

护项目的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

力度。”“我建议，推广利用洱

海流域废弃物生产的产品，解

决 环 保 企 业 ‘ 肠 梗 阻 ’ 的 问

题。”“希望政府和相关部门全

力支持洱海保护促进会相关工

作，打造全民治湖的全国典范

……”

由于自身工作与洱海保护

息息相关，多年来，潘巧云认

真履行省、州政协委员职责，

为洱海保护治理、大理生态文

明建设积极建言，先后提交了

8 件关于洱海保护的提案，其中 《关

于综合施策助推有机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 保护洱海母亲湖的提案》 被

评为州政协“2020 年度好提案”。

2023 年 2 月 “ 潘 巧 云 委 员 工 作

室 ” 揭 牌 成 立，聚焦资源节约、环

境治理、湖泊保护、绿色农业等工作

内容，积极发挥着学习交流、议政建

言、凝聚共识、了解民意、服务群众

等作用。因为业务工作和模范带动作

用突出，潘巧云先后获得“全国优秀

共青团干部”“云南省科技特派员”

“云南省优秀工会工作者”“云南省妇

联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

洱海保护治理任重道远，作为环

境资源界委员，潘巧云表示，将更

加积极地行动起来，自觉践行“每

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

者、受益者”的共识，推广好“顺

丰洱海”模式。同时，围绕湖泊保

护、“两污”治理、生物资源保护利

用等方面，深入调查研究，为守护

美丽家园建言献策，为呵护云南的

绿 水 青 山 贡 献 “ 委 员 之 智 ”， 彰 显

“委员之为”。

把牛粪变成“黄金”
通讯员 杨钰洁

乘 一 艘 小 船 ， 顺 着 蜿 蜒 的 酉 水

河缓缓前行，两岸青山如黛，翠竹

摇曳，河面上雾气缭绕，宛如一幅

水墨画卷徐徐展开。突然，一个转

弯处，眼前豁然开朗，依山傍水的

河湾山寨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

在绿色丝带般的层层梯田之中。

河 湾 山 寨 位 于 重 庆 市 酉 阳 县 后

溪镇，因土家人的母亲河酉水河弯

曲 流 淌 于 此 而 得 名 。 走 进 河 湾 山

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些独具

特色的土家族吊脚楼。这些被称为

“ 走 马 转 角 ” 的 建 筑 ， 是 土 家 族 智

慧 的 结 晶 。 站 在 吊 脚 楼 的 阳 台 上 ，

俯瞰整个山寨，眼前是一幅立体的

画卷：层层叠叠的房屋，错落有致

的布局，每一处都彰显着土家族人

民的智慧与匠心。

7 年前，单一驱车 9 小时，踏上

前往河湾村的“寻根之旅”。

“土家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

没有本族的文字，什么东西最能体

现这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带着这样

的 疑 问 ， 单 一 查 阅 了 大 量 文 献 资

料，他发现，木石结构的吊脚楼是

土 家 族 传 承 最 久 且 有 形 的 文 化 载

体 。 据 闻 河 湾 村 保 留 着 500 多 座 土

家族吊脚楼，其规模在武陵山区极

为罕见，被誉为“中国最美土家山

寨”“土家文化发祥地”。

初 到 河 湾 村 ， 阶 梯 式 布 局 、 层

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山寨让他眼前

一 亮 。 从 远 处 看 去 ， 山 寨 保 留 完

好，但走进村里，单一的心凉了一

大截：河湾西寨里已有 40 多座新建

的水泥房民居，而在河湾东寨，也

有 6 座这样的房子。

“这些水泥房矗立在吊脚楼群当

中，看起来很不协调，就像古寨中

长出了一块块‘伤疤’。”单一惋惜

地说。村里的干部告诉单一：早在

2010 年，河湾村就对全村近百户吊

脚楼进行修缮保护，一些村民还办

起了吊脚楼民宿，头几年赚了不少

钱 。 然 而 ， 由 于 缺 少 运 营 管 理 能

力 ， 加 上 没 有 配 套 的 旅 游 基 础 设

施，河湾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停滞不

前，大家也不再愿意住吊脚楼。

单 一 萌 生 了 一 个 大 胆 的 想 法 ：

何不请来酉阳及周边地区的老师傅

们，在河湾村盖一座土家族传统建

造 艺 术 博 物 馆 ， 既 留 下 涵 盖 民 居 、

书 院 等 各 类 场 景 的 建

筑 实 物 ， 也 记 录 下 建

造 过 程 的 影 像 资 料 ，

“ 让 传 统 技 艺 永 久 留

存。”

彼 时 ， 单 一 是 重

庆 一 家 家 政 公 司 的 董

事 长 ， 企 业 年 营 业 额

有 2000 多 万 元 。 然 而

他 却 把 重 庆 主 城 的 生

意 交 给 爱 人 打 理 ， 只

身 来 到 武 陵 山 区 深 处

当 起 了 乡 村“CEO”，

一 心 只 想 把 两 个 项 目

“ 搞 成 ”： 一 是 建 设 吊

脚 楼 民 宿 ， 通 过 自 身

示 范 唤 起 河 湾 人 对 土

家 文 化 的 保 护 意 识 ；

二 是 建 一 座 土 家 族 传

统 建 造 艺 术 博 物 馆 ，

为 村 里 旅 游 产 业 提 供

配 套 文 旅 项 目 ， 助 推

河 湾 村 旅 游 产 业

发展。

人 地 两 生 ， 单 一

却 说 干 就 干 。 他 找 河

湾 村 村 民 租 了 个 屋

子 ， 长 年 生 活 在 这 片

水 上 人 家 。 为 了 方 便

运 送 木 石 原 料 、 接 待

来 访 客 人 ， 他 甚 至 还

考 下 了 货 运 船 、 客 运

船 和 快 艇 的 三 本 驾

照 ， 成 了 熟 练 的 “ 船

把 式 ”。 在 他 的 感 召

下 ， 十 几 位 老 师 傅 牵

头 参 与 进 来 。 砍 、

刨 、 锯 、 凿 、 穿 尖 斗

榫 、 砌 石 搅 沙 、 和 浆

勾 缝 、 雕 刻 填 心 、 走

马转角、封檐垛脊……现在，建筑

面积近 3000 平方米的博物馆已渐趋

成型，建成传统建筑 10 余种，使用

木材近 4000 立方米、石材上万立方

米，汇聚了土家族木石结构吊脚楼

建造的大量经典传统技艺，还拍摄

下了 6000 多个珍贵视频。

家 人 从 最 初 的 反 对 ， 也 逐 渐 理

解了他的坚持，如单一所说：“除了

追求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富足，人总

要为社会做点啥子。”

转 变 的 还 有 当 地 群 众 。 过 去 河

湾村村民“十个有九个觉得他傻”；

这 几 年 ， 河 湾 村 相 继 完 善 了 停 车

场、公共卫生间、文化长廊等旅游

基础设施，并拆除了村上所有的违

建 钓 鱼 平 台 ， 提 升 了 旅 游 接 待 能

力。今年，河湾村酉水河湾景区被

确 定 为 国 家 4A 级 旅 游 景 区 ， 单 一

的土家族博物馆也被评为酉阳县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生 产 性 保 护 示 范 基

地 ， 上 半 年 全 村 游 客 接 待 量 超 过

5.3 万 人 次 ，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近 2093

万元。

“ 面 对 如 此 规 模 的 游 客 量 ， 河

湾村的民宿若想持续运营发展，一

定 要 ‘ 抱 团 取 暖 ’， 共 同 提 升 服 务

质 量 。” 为 此 ， 单 一 今 年 与 30 余 位

民宿老板成立民宿联盟，统一民宿

接待标准。

去 年 底 ， 单 一 还 有 了 政 协 委 员

的 新 身 份 。“ 这 是 组 织 对 我 的 信

任 ， 同 时 也 给 予 了 我 更 多 的 责 任 。

我希望通过政协的渠道反映更多群

众的声音，切实帮助老百姓解决实

际问题。”

长 年 生 活 在 村 里 ， 单 一 和 山 寨

村民们的生活常被停电困扰。“刮大

风要停电，下大雨要停电，下雪也

要停电，电力供应被我们的村民戏

称 为 ‘ 月 母 子 电 ’， 有 时 一 天 要 停

电四五次，就在我写这件提案的时

候，又停了两三次电。有时电压极

不 稳 定 ， 还 造 成 村 民 家 用 电 器 损

坏 。” 为 此 ， 单 一 撰 写 并 提 交 了

《关 于 提 升 我 县 乡 村 电 力 供 应 稳 定

性 的 核 心 建 议》， 希 望 乡 村 强 化 电

力设施维护更新，扩容与增设了备

用电源，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用电

需求；建立健全电力管理和监控系

统，快速响应并解决故障，保障电

力供应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提 案 办 理 部 门 很 快 联 系 上

我，详细询问了山寨里的用电情况

并 与 我 协 商 办 理 意 见 。” 单 一 没 想

到 “ 新 身 份 ” 如 此 “ 管 用 ”， 这 让

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县政协组织的

各类调研活动、协商会议，认真履

职尽责。

“ 接 下 来 我 还 将 持 续 关 注 河 湾

山寨的环境保护问题，呼吁大家一

起行动加大白色垃圾污染整治，持

续推进土家文化保护传承，真正让

绿水青山变成村里家家户户的金山

银山。”单一说话时眼里有光，一聊

起吊脚楼，又滔滔不绝起来。

左上：潘巧云 （右

一） 到云南顺丰洱海环

保股份餐厨垃圾预处理

车间参与工作。

右上：单一 （右）

亲手制作博物馆模型。

左下： 2024 年 9 月

2日，在云南省残疾人游

泳队训练基地，黄敏向

运动员讲解仰泳技术。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