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雅玲

扎根幼教事业 托举未来希望
□ 本报记者 王涛

她扎根幼教 31 年，将“教育是良心工程”时

刻放在心头、抓在手头；她是老师们心中的“万能

园长”、家长眼中的“放心园长”、孩子口中的“园

长妈妈”。她柔肩扛重担，在打造标杆式幼儿园

的路上亮出新时代女性的巾帼风采……她就是

党的二十大代表，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省优秀

共产党员等 55项盛誉于一身的交城县南街幼儿

园党支部书记、园长梁雅玲。

2012 年，南幼建园时一无所有，面对 3 天就

要开园的艰巨任务，她率领清一色的“娘子军”以

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昼夜奋战、精彩亮相，用行

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实干担当、一名幼教人

的无悔追求！她每天行走在一线，每日工作到深

夜，缺席了自己省劳模表彰的荣光时刻、缺席了

爱人住院治疗的关键时刻、缺席了孩子高考的重

要时刻……她将白纸一般的南幼打造成七园相

连的生态园所，荣获国家级实验园等荣誉 88项，

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蝶变，创

立起独特的教育品牌。

她以管理的尺度、知识的宽度、专业的深度

和人情的温度，推动南幼行稳致远。她摸索出一

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1115”的安全管理、“八

管齐下”的师德管理、“德育为先、五育并举”的教

学管理、“三步清洗、五个绝不”的餐饮管理……

以精细化的管理创造了十年零事故、零上访、零

差错的奇迹，使南幼成为上级各部门领导、社会

各界以及家长口中的“免检产品”。

她将自己定位为团队的服务者而不是领导

者。醉酒家长闹事她奋不顾身面对；持刀歹徒闯

园她果断冷静应对；养殖区自产的乌鸡蛋送给怀

孕教师；紧急驱车送教师去太原见临危父亲最后

一面……在老师们遇到“急难愁盼”事情的时候

她总是第一时间出现，被私底下称为南幼“定海

神针”和知心姐姐。

她用“干一行爱一行”的执着成就“钻一行精

一行”的精彩。亲抓教科研、定准位、做示范、破

难题，首创“四园、四坊、四室”功能室教学模式、

户外 16位一体游戏活动模式；创编幼儿古诗操、

古韵眼保健操；研发三套九大类 23本 60多万字

的园本课程、传统文化十字传承法，代表山西参

加第六届中国创新公益博览会，五项教学成果填

补了山西幼教空白。

2022 年，她光荣当选二十大代表！盛会归

来，她肩负新使命，宣讲二十大精神已达 19 场、

4600余人次，让党的好声音传遍各行各业，让党

的好政策深入人心！她用奋斗和不凡书写了属

于自己的精彩，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的最美风采！

马爱玲

咱村“好书记”村民“贴心人”
□ 本报记者 刘丽霞

马爱玲是柳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主任

科员兼计量股股长，2016 年她被派驻陈家湾镇

双卜咀村任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7年坚守，她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全

村人改变了一个纯农业村的面貌。2021年她荣

获了“山西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2022 年

她被推荐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马爱玲第一次从柳林县城去双卜咀村，10
余公里路颠簸了近一个小时，好不容易到了村委

办公地，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两孔旧窑洞，院墙破

裂，院内杂草丛生，窑洞内仅有的几张桌子还落

满灰尘。有人劝她，回去吧，一个女同志哪能受

得了这苦？可是她却说：“如果村子好、村民富，

还需要我们帮扶吗？放心吧，我是有思想准备

的。”她留了下来，而且一待就是 7年。为了尽快

熟悉这里，她带着工作队走村入户，不断寻找全

村落后“病根”。经充分了解之后，她从规范支部

学习制度入手，每月按时组织支部成员和村党员

进行集体学习和主题党日活动，并建立一系列工

作制度，形成了“党建铸魂、脱贫统揽、干部主责、

党员带头、强基兴产、多元创收”的脱贫兴村工作

思路。

她致力于改善双卜咀村的基础设施条件。

为自然村互通硬化路 5.75 公里，自然村内 1.5 公

里，解决了动力电，完善了饮水工程。协调加固

了村委原有的两孔旧窑洞，改建为村文化服务中

心，修缮了文化广场、卫生室、老年日间照料中

心，建起爱心超市，使得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产业是群众脱贫致富最长久、最稳定的命脉

所在。2015年，双卜咀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45
户 758人，贫困人口占到全村 72.1%，脱贫压力巨

大。马爱玲和班子成员经过多方考察，决定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

式，动员村民种植“籽用南瓜、绿色谷子、汾酒 1
号中杆高粱”等。起初，村民对订单种植有疑虑，

她便挨家挨户做工作，甚至向村民保证“如果企

业不收购或者不保价，损失部分由她来承担”。

终于，在她的不懈努力下，2016年与吕梁沣圣食

品有限公司签订收购协议，先后有 80 余户农户

种植籽用南瓜近 300 亩，户均增收 1700 元左右；

2017年起由龙门垣绿色农林农民专业合作社牵

头，与汾酒集团合作，有 217户农户种植汾酒 1号

高粱 300 余亩，户均增收 1700 余元；与柳林县天

王农产品农业合作社合作有 96户农户种植绿色

谷子 400余亩，户均增收 1500元左右……她用实

实在在的成绩兑现了许给老百姓的承诺。此外，

她还注重劳动技能培训和劳务输出这又一支柱

产业，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吕梁山护工”培训政

策，通过受益群众“现身说法”，累计动员 125 名

群众参与培训，劳务输出 894人次。

“马书记不仅是一位带领全体村民脱贫致富

的‘好书记’，更是时刻关心百姓生活的‘贴心人

’。”这是双卜咀村村民的共同心声。7 年来，马

爱玲走遍了双卜咀村的山山洼洼，访遍了该村家

家户户，群众有难处，她都想办法帮助。村民王

宝莲儿子下肢瘫痪，她寻求社会救助 4000余元；

村里农作物丰收不增收，她组织消费扶贫活动，

帮助销售农产品 8万余元；村里大学生刘甜甜家

庭困难，她联系爱心人士每年为其资助 2400元，

直至大学毕业。

许连红

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吕梁山护工
□ 本报记者 张娟娟

2020年 11月 24日，“吕梁山护工”许连红走

进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劳动模范表彰，这已经

是许连红第二次走进人民大会堂。2018 年 10
月，她作为工会代表参加了“全国工会第十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成为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吕梁山

护工”第一人。她做梦都没有想到，参加“吕梁山

护工”培训会成为她华丽转身的起点。

许连红原是中阳县武家庄镇留慈村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2014 年婆婆肺癌去世，父亲双目

失明需要照顾，丈夫一场大病花去家里所有积

蓄。没有经济收入，他们全家只能靠政府救济和

亲戚接济勉强度日。2016年得知政府免费培训

吕梁山护工，可以学到技能出去打工赚钱，在父

亲和丈夫的鼓励下，她参加了吕梁山护工培训。

在为期一个月的培训期间里，她做了五万多字的

学习笔记、学到了礼仪、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医

疗护理和月子餐等专业技能，顺利取得了家政服

务“三级证书”。结业后，有一技在身的她，内心

觉得充满信心，又找到了生活的方向。

2017 年春节刚过，当人们还沉浸在新年喜

庆的节日氛围中时，她背起行囊走出了家门，踏

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既然出来打工，就一定要

干出个样子来。”许连红坚定信心自己一定能做

好。她怀着期待又忐忑的心情到了北京，在政府

的帮助下找到了“曹操到家政”驻北航服务站。

在政府和公司的关心下，很快应聘到了第一份工

作，照顾一位老太太和一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教

授。许连红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打扫家里、翻身

擦背、洗衣做饭，每天用心工作着。她细心、专业

的服务，让老教授一家十分满意。第一份工作到

期后，由于她表现优秀，很快得到了第二份工作。

“她做事，我很放心”“朴实、诚信、心眼好”

“踏实能干，没有怨言”客户的一致肯定让许连红

更加奋进。

几年间，她用吕梁山护工“诚信、勤劳、专业”

的品质服务了十多个家庭，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

评。在自己勤劳致富的同时，还常常通过微信群

宣传护工培训政策，参加护工巡回演讲，通过自

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同村群众参加培训，掌握技能

改变命运。

“我真正感受到了国家对基层劳动者的关注

和肯定，唯有通过‘感谢’和‘行动’来回报这份褒

奖。”许连红表示，在今后的行动中，会用荣誉鞭策

自己、激励自己更加勤勉工作，努力奋斗，带领更

多吕梁山护工兄弟姐妹走出大山，走上致富路。

马金莲

从吕梁山护工到乡村振兴领头人
□ 本报记者 白凯冰

马金莲是柳林县薛村镇后小成村村委会主

任。从一名围着灶头、孩子、老公转的“三转婆

姨”到开家政公司，再到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十几

年间，她的美丽转变激励了很多人。

两孔窑洞，一口水缸，家境贫寒的马金莲打

小自强，坚定了她走出大山摆脱贫困的信念。

2016年，柳林县举办金牌护工巡回演讲，演讲内

容很多，马金莲就记住了一句话——“一个月能

挣 8800”。听完演讲，她毫不犹豫报名参加吕梁

山护工培训。通过培训，马金莲顺利签约北京的

一家家政公司，靠着不怕吃苦的韧性和山里人淳

朴、善良的品格，马金莲很快就适应了家政工作，

并得到客户的欢迎和尊重。

随着收入越来越高，马金莲看到家政培训的

商机，她又回乡创办了自己的家政公司和培训学

校，帮助更多的姐妹们走出大山。为了改变这些

姐妹的观念，她一趟趟上门劝说，做政策讲解，裤

脚沾满泥土，善意敲开心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主动找她。马金莲说：“对于我们这些大山里的

姐妹来说，走不出去，家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

去，世界就是我们的家。其实她们也不是不愿意

出去，是不敢出去。我记得最清楚就是其中有一

个阿姨，我就去了她家有十来次，她还以为我是

传销，最后把我的手机号码都拉进了黑名单。”

2018 年底，马金莲对自家三孔窑洞进行大

改造，建成了一家可容纳 30多人的养老院，不仅

解决了本村老人的养老问题，还吸纳了 17 名护

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马金莲的手机里，有很多

视频片段，大部分是老人们唱歌跳舞笑成一片的

场景。有两段视频是马金莲在给老人们跳舞，有

的老人年龄大了，只能坐在轮椅上，也跟着抬手

做动作，很是开心。

近年来，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马金莲又

有了新的梦想。她报名竞选并成功当选村委会

主任，在村里开展土地流转，带领村民发展起了

旱地朝天椒和蔬菜大棚。马金莲在带动就业、带

动脱贫致富方面的杰出表现，使她先后获得“全

国三八红旗手”“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

等多个奖项，还成为了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的责任更加重大，使命也更加光荣。

从普通农村妇女到大伙“中意”的村主任再

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马金莲身上最闪光的

是责任与爱心。马金莲十分感慨：“我能一路走

来，从一个农村妇女转变成一个开公司的老板，

又转变成现在一个村主任。只要有梦想，你就努

力去实现，带着吕梁山护工的勤劳诚信，专业的

技术努力去奋斗。只要你努力了，只要你奋斗

了，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延瑞

传承优良家风 永葆最美初心
□ 本报记者 罗丽

延瑞，一名奋战在脱贫攻坚战场上优秀的

80 后第一书记，从 2016 年 11 月开始，作为市交

通运输局的一名扶贫干部，先后在兴县蔡家崖乡

石楞则村和临县三交镇田家山村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妻子是吕梁市国有企业的一名职工。虽在

不同的工作岗位，但两人对事业和生活都有积极

向上的追求，对彼此的工作相互理解和支持。近

五年的驻村帮扶，13次的市县级表彰，背后离不

开的是家人给予的滋养和力量。因共同的价值

认同、和谐的家庭氛围，2022年 5月，延瑞家庭获

评全国最美家庭。

2016年 11月，单位征集驻村扶贫干部时，延

瑞为了多了解农村扶贫工作，倾听群众呼声，想

借这难得的机会去基层锻炼，但考虑到要与家人

分离，他内心十分纠结，犹豫着把这个想法告诉

了妻子，妻子却果断地鼓励他说：“去，要去！有

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带着责任与担当，延瑞

离开亲人，舍去需要照顾年幼孩子的那份疼痛，

挑起了脱贫攻坚重任。

“群众把我们当希望，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驻村以来，延瑞始终恪守初心，把脱贫攻坚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来做，把贫困户的期盼和需求写在本

上，记在心里，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找准对策，整合

各方面的资源，全力推进精准扶贫各项工作。在

他的带领下，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直达贫困户，各

项政策在最后“一公里”落实落地。实实在在的变

化，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幸福写在脸上，延

瑞也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第一书记等

荣誉。这些成绩的取得，延瑞心里除了激动和喜

悦更多的是对家人的感激和愧疚。转眼三年过去

了，妻子没有等来延瑞返城的消息，却等来了丈夫

再次派至临县田家山村继续担任第一书记的消

息。当时延瑞也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是家里的

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妻子刚下生下二胎，母亲

又是做完手术的眼睛纱布还没拆下，另一方面当

时田家山村村情复杂，谁也不愿意去。妻子听后，

抱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毅然决然地说：“放心

去吧，组织派你去，是对你的信任，家里的事有我

呢。”父母也鼓励他：“不用担心我们，把给老百姓

干点实事好事好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孝敬。”听着家

人的理解和支持，看着独自承担起家庭重担的妻

子，注意到父母头上又新增了许多白发，幸福和感

激的泪水从这个坚强的汉子眼中流出。

进村后在村“两委”的大力支持下，延瑞大力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集体经济，改造村卫生

院，维修村路面，建便民服务中心、安装路灯，开

通村客车，新建人畜饮水工程，建“爱心超市”，为

生活困难群众发放慰问品……每逢节假日，妻子

便带着孩子来到田家山村，和他一起去慰问贫困

户，他们用实际行动，让每一位村民感受到了党

和政府的温暖。

韦富政

小家带大家 一起向未来
□ 本报记者 刘少伟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诚信友善，回报社

会。从小我父母对我们的这些殷殷教诲，或许是

我能走上这条路的根本原因。”3月 2日，在第 113
个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作为创二代的韦富

政，在向记者回顾荣获第十三届“全国五好家庭”

荣誉时说。

韦富政家庭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家

四口人，韦富政就职于山西嘉隆达公路工程有限

公司，妻子王琦是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的一

名老师。结婚组建家庭后，夫妻俩口子便把“诚

信友善、回报社会”体现在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中。对于公益事业的共同热爱，让夫妻二人相敬

如宾，用小家的行动带动大家，把爱心公益事业

一起推向未来。在企业经营中，韦富政坚持以质

量信誉立足。在参与文水县“四好”农村路建设

时，韦富政一心扑在施工一线上保障工程质量。

妻子王琦则用老师特有的思维与他交流：质量就

是人品，就像教书育人，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了

贤内助的大力支持，多年来，他参与的 10多项工

程被评为精品，个人也收荣获了“三晋英才”、文

水县“十佳青年”称号等各种荣誉，还被推荐为文

水县政协委员。

做公益，见行动，献爱心，诠释时代青年价

值。这是韦富政一家的夙愿。他自己作为英雄刘

胡兰家乡的一员，妻子作为以老一辈革命家——

徐特立冠名学校的一名老师，骨子里都激荡着红

色基因。几年来，夫妻二人参与公益活动 60 多

次，累计为 200多名困难群众提供帮助。新冠疫

情来袭时，他们响应“防控疫情，奉献爱心”的倡

议，发动公司员工捐助现金 20万元。同时，他们

家参与“抗击疫情特别行动”，家庭捐款 1万元。

携起手，传递爱，共同走，一起向未来。个人

和家庭的努力毕竟有限，带动更多人传递爱心社

会才能更美好。为此，韦富政带着妻子和女儿，

一家人加入文水学雷锋小贾爱心接力团。几年

来，他和爱心团志愿者给偏远村孩子送学习用品

和水果，给脱贫户送蔬菜和电视机……帮爱心团

制作爱心展牌打造爱心一条街。只要有时间，他

就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参加志愿活动，在潜移默化

中做孩子的榜样，影响周围的家庭。在他们一家

的带动下，已有 10 多户家庭加入爱心团。2022
年 5月 15日，在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韦富政一

家作为全省 27 个受表彰家庭之一，受到了全国

妇联的隆重表彰。他们多年来身体力行的“爱国

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理念正

在成为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社会的

细胞，每个家庭都好了，社会才会‘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我们家只是众多家庭中的普通

一个，但我希望能把这些理念贯彻到底，努力以

最健康的家庭细胞美满自家，幸福大家，让全社

会看见更多未来的希望。”韦富政郑重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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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

“三八红旗手”梁雅玲；图②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三八红旗手”、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获得者马金莲；

图③为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全国“三八红旗手”马爱玲；图④为全国“五好家庭”

韦富政一家；图⑤为全国“最美家庭”延瑞一家；图⑥
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许连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