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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正值春耕备
耕时节，不少地区呈现出一
片农忙景象。在秦岭深处
的商洛市镇安县云盖寺镇
西华村余之超的食用菌木
耳产业园内，一排排闪着银
光的现代化木耳种植大棚
格外耀眼，工人们不停地穿
梭在大棚内，将木耳菌包挂
在种植架上。

在西华村谈起余之超，
村民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
名 39岁的 80后姑娘，用 10
余年时间，将镇安县木耳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带
动了周边群众依托木耳产
业走上了致富路，她也先后
获得商洛市首届“十佳农
民”“中国创业就业带头人”

“陕西省劳动模范”等 10多
项荣誉称号。

返乡创业闯出新天地

2010年，大学毕业后的
余之超回到了家乡，选择发
展木耳产业。

“想着秦岭山区污染
小、湿度大，自然条件优越，
种木耳一定可以。”余之超
告诉记者，之前她在东北地
区看到很多人通过种植木
耳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虽然
家里人并不支持，但她还是
想试一试。

万事开头难。没有木耳种子，她便从外地引进，种植
技术不成熟，她便从东北请来专业技术员，就这样，四个
种植大棚慢慢搭建了起来，余之超也开始期待着木耳的
丰收。

然而，一场大雪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四个大棚被雪压
垮了两个，另外两个大棚的棚顶也被大风掀翻，而这也让
她意识到自己要掌握种植技术。

她一方面去柞水县金米村木耳栽植大户那里现场学
习木耳种植技术，另一方面向书本要技术。靠学得的技
术，她先试种了500架木耳，没想到收入了8万多元。首战
成功，让她信心大增。

随后，她先后注册成立了食品公司、产业协会。如今，
公司已拥有年产1000万袋食用菌种厂一座，有木耳种植示
范基地530亩，木耳产品已销往西安、武汉、兰州等10多个
大中城市，她也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木耳大王”。

探索创新掌握新技术

“不断开展技术创新，研发新产品，是木耳产业做大做
强、做精做细的途径。”在发展木耳产业上，余之超不仅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 2016年开始，余之超与科研院校合作，共同开展技
术攻关，研发出了适宜当地种植的木耳菌种“秦绿高寒一
号”，该菌种产量较一般菌种产量高出15%以上。

适合在山地种植的木耳菌种有了，而山区土地资源少
又成了发展木耳产业的一大限制。“要是有个装置能把木
耳菌袋一层一层地搭起来就好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余
之超的脑海中油然而生。

2018年，余之超结合已有的种植设施和技术，依照木
耳自然生长环境，研发出了适宜秦巴山区种植的“立体塔
式木耳种植架及栽培技术”。

“制作立体塔式木耳种植架的成本比大棚吊袋式种
植设施成本降低了 30%以上。”余之超说，架上菌袋可以
达到 360度的旋转，摆脱了吊袋木耳不方便移动的束缚，
让菌袋在均匀的阳光下接受光照和充足的水分滋润，使
木耳产量提高 50%以上，既节省了土地，又便于在木耳成
熟后移动采摘。

走出农民致富新道路

余之超的食用菌木耳产业园成立以来，广泛吸纳当地
剩余劳动力，在发展木耳产业的同时也带领村民走上了一
条新的致富路。

“家里6口人，妻子患病，孩子都在上学，出门务工走不
开。”西华村村民叶明付说，在余之超的公司务工，既能照
看家里、种庄稼，每月还有4000元钱的稳定收入。

镇安县米粮镇水峡村村民魏华，2020年在余之超的扶
持下，得到了20万袋菌种发展木耳产业。2021年，魏华不
仅自己靠木耳收入 50多万元，而且还带动周边 21户村民
发展起木耳产业。

目前，余之超的木耳产业示范基地发展到云盖寺镇西
华、金钟、东洞等 8个村，解决了 650余名剩余劳动力的就
业问题，让1056户群众发展起了木耳产业。

余之超还在公司成立了工会组织，建成了“职工之
家”，发展会员500多名，将农民工变为产业工人。

“近期，我们正开展木耳种植技术的培训。”余之超说，
通过技术培训，提升工人的木耳种植技能，推动木耳产业
工人队伍不断壮大。 □本报记者 李旭东

从 1月 23日开始，侯红琴带领西安三
意社百余位演职人员不辞辛苦，辗转陕西
西安、宝鸡、富平，宁夏彭阳，甘肃秦安，43
天 92场轮番演出，只为给当地观众送去一
场场秦腔盛宴。

从幼时考上周至县戏校，再到西安艺
术学校深造；由一名秦腔“小白”到摘得中
国戏剧最高奖——梅花表演奖，再到百年
秦腔剧社三意社掌门人，屈指算来，侯红琴
在秦腔艺术园地里默默耕耘了四十个春
秋，把自己的艺术生命完全融入秦腔艺术
的血脉里。

梅花香自苦寒来

1987年，还在西安艺术学校上学的侯
红琴首次亮相陕西省戏曲春晚，一曲秦腔
《三娘教子》令三秦观众眼前一亮。

在校期间，爱学习、练功勤、能吃苦的
她深得老师喜爱，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肖
玉玲先生成了她“如何唱戏，如何做人”的

职业航程引路人，恩师的传道授业让侯红
琴的艺术“翅膀”日渐硬朗。

1991年，侯红琴与西安市艺术学校 20
多名品学兼优的毕业生一同分配到西安三
意社，参与排演《法门寺》《玉堂春》等戏，侯
红琴的表演功底在“实战”中崭露头角。

梅花香自苦寒来。2000年，一度在排
练场的砖地一跪就是半个小时、腿上绑着
沙袋练习跑圆场的侯红琴迎来了职业生涯
的高光时刻，她在秦腔《火焰驹》中饰演女
主角黄桂英，凭借生动鲜活的扮相、韵味浓
郁的唱作、台风沉稳的表演，捧回了被誉为

“中国戏剧奥斯卡奖”——第十七届梅花表
演奖，那年她29岁。

守正创新出新品

2005年，秦腔名角侯红琴成为百年秦
腔剧社三意社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回想
从学校毕业到今天，我的成绩都是秦腔给
的，我会竭尽所能把多年的积累用在秦腔

的发扬光大上。”侯红琴说，“守正创新是传
承秦腔的最好方式，也是兴社强社的基石，
我们应该扎根人民，用心用情创作更多的
文艺佳作来回馈人民。”

侯红琴的示范引领让三意社的创作有
质有量、好戏连台。大型秦腔新编历史剧
《司马迁》《横渠先生》，让历史文化名人活
起来；弘扬革命老区精神的大型红色戏《陕
北往事》获得陕西省第十六届“五个一工
程”奖；秦腔版《哈姆雷特》在中国秦腔优秀
剧目汇演上刮起了“三意创新之风”……

这些年，三意社凝心聚力创排出 30多
部全本秦腔剧目，先后荣获国家（部）及省
市各项荣誉150余项。

甘当“绿叶”衬“红花”

三意社自古就有“大师哥教小师弟”的
优良传统，侯红琴把“传帮带”视为传承振
兴百年剧社的抓手。

她倡导将舞台让给有才华的年轻人，

三意社排演的新版《周仁》，力推青年演员杨
升娟饰演周仁，一举摘得第三十届中国戏剧
奖·梅花表演奖。“这些年，三意社排的很多
新戏大戏，都是年轻人挑大梁，我们在台下
当‘绿叶’给他们伴唱。”侯红琴说。

侯红琴把演职人员当作兄弟姐妹。在
录音棚经常看到她自掏腰包给大伙叫外
卖；职工家有事，她必亲自过问并细心安
顿；为保证职工冬天外出演出不受冻，她叮
嘱社长助理尽早选择定制保暖性好的团
服。近年来，30多名年轻业务骨干都是冲
着这个温暖大家庭慕名而来。

在今年政协西安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上，侯红琴委员提交了《加大传统戏
曲艺术人才培养的建议》提案。“传统民族文
化艺术，是我们的根我们的魂，希望更多的
人关注秦腔演艺人才的培养，给人才提供学
习平台，提高他们的待遇，促进传统民族文
化发扬光大，让秦腔飞扬起来。”侯红琴说。

今年 3月份，侯红琴获评“全国三八红
旗手”荣誉称号。 □李江波

“虽然耽搁了办事，但我心
里踏实多了，因为老人及时送医
救治了。”听到同事们的称赞，纪
雨杉欣慰地说道。

原来，3月 16日 16时，陕建
未央建投公司员工纪雨杉和党
颖出门办事，刚走到公司西门口
时，看到一位老人躺在地上，周
围也没人照看。他俩没有多想，
就一起跑过去查看情况。只见
老人面色蜡黄，呼吸困难，意识
不清，头上戴的帽子也掉落到一
米之外。

纪雨杉一看老人是晕倒了，
就一手扶着老人，一手掏出手机
给 120急救打电话。党颖则跑到
旁边的社区医院，找来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立即给老人实施
心肺复苏、吸氧等一系列紧急抢
救措施。他俩则帮医护人员拿
氧气袋、测血压、维持现场秩序，
腾出场地让 120 救护车开到跟
前。在 120赶到时，老人终于在
他们的合力救治下有了微弱的
呼吸。他们又协助急救人员将
老人抬上救护车，看着救护车呼
啸而去，他们才放心离去。

这一幕正好被纪雨杉和党
颖单位所在大楼的未央城建物
业公司的员工看到，物业公司
工作人员称，自己管理的楼宇
单位的员工做了这么正能量的
事，应当予以表扬，随即向陕建
未央建投公司送来了感谢信，

希望更多的人学习他们的先进
事迹。

其实，这不是纪雨杉、党颖
第一次帮扶老人了。去年纪雨
杉就帮摔倒老人打电话呼叫 120
急救，党颖帮助一位头晕难以行
走的老太太回家。

“集团‘向善而建’的企业文
化是我们一直践行的核心价值
观，以后遇到同样的事，我们还
会这样做。”提到这次救人事件，
他俩如是说。

□潘静 程鑫晴

暖心！
老人昏倒在地，他们合力救助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最
近一首《乌梅子酱》火爆全网。当然，阳春
三月的美，不只有乌梅子酱般的甜甜微笑，
还有陕煤建设集团矿建三公司女职工勇担
重任、迎难而上的矫健身姿。她们看似“卿
本柔弱”，却有着“铿锵风姿”，在岗位上尽
展新时代女性的独特光彩。今天，就让时
光稍停，我们一起领略她们的风采吧！

张益强：柔肩担重任的“前行者”

“80后、一级建造师、安管 B证、工作
狂、湖北腔……”这些都是同事送给张益强
的个人标签。看着这些标签+姓名，无疑是
位妥妥的“理工男”。不承想，“强哥”原来
是个如假包换的“女娇娥”。作为党群工作
部部长，她有胆有识；身为一名女性，她心
怀柔情，心思细腻。在她的身上，有着刚柔
相济的力量。

平时不管多忙多累，她总是嘴角含笑，
走起路来迈着小碎步，仿佛一缕春风，把自
己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传递给周围的人。

但是，只要踏上工作岗位，她就像是充足了
电的马达，以高效认真的态度开始一天忙
碌紧张的工作。面对党建工作项目繁多的

“难点”，她给自己“加码压担”：结合工作实
际，加班加点参与到公司党建制度、新闻
宣传管理办法的修订及起草；梳理年度
需要开展的党建工作，将其细化为一张
总清单，再进行“菜单化”管理、“销号式”
落实；组织开展职工“每周一学”和党员

“夜校”培训，做到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
作同布置、同推进、同落实……目前，该公
司党建各项工作已明显有了起色。

郭萍：温暖而又可亲的“小太阳”

她，和蔼可亲，凡事为他人着想；她，豪
爽果敢、敢于担当的行事风格，为众人所折
服，她就是工会副主席郭萍。不管她走到
哪，总像个“小太阳”一样，温暖着身边的每
一个人。

郭萍有一个学习记录本，密密麻麻地
记录着每天的工作事项和工会工作等相关

业务规定及经验办法。2022年，她撰写的
多篇关于工会理论研究的论文在建设集团
获得奖项。此外，她积极组织职工开展文
艺汇演、趣味运动会、巾帼学雷锋等活动，
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在职工的眼里，她是送温暖的“娘家
人”、是牵红线的“红娘”、是“治愈系”的小
姐姐……多年来，她积极关心职工的家庭、
婚姻、生活、工作等问题，及时送去慰问与
关心，让身边的同事感受到工会大家庭
的温暖。她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及职
工帮助困难职工张杰渡过难关，收集爱心
善款 18610元；搭建安全便捷的交友平台，
让青年职工心稳、家安而立业……这一系
列暖心活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企业的关
爱与温暖，为企业发展凝聚强大合力。

董洁：数字人生里的“逐梦人”

三月，当春天降临的讯息已昭示天下，
在高寒缺氧的天山雪域却还是一片萧瑟寂
寥。这已经是董洁来到天山（2号竖井）项

目部的第三个年头了。迎面扑来的大风、
高寒缺氧的天气、蹿跳抓挠的老鼠、气味浓
郁的厕所、时有时无的信号……对一个常
年驻守在工地的女孩来说，实属不易。

刚来那会，每次稍微走得急一点，气都
喘不上来；有时早上起来，厕所房顶都被大
风刮起来了；想洗个澡也是奢望，因为这里
经常停水，只能凑合擦一擦……不爱红装
爱工装的这些年里，董洁俨然把工地当成
了她的第二个“家”。

然而，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董洁却并
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作为一名项目会
计，她不断与时俱进，学习新的业务知识。
看着柔柔弱弱的她，“小身板”却迸发着“大
能量”。由于业务量非常繁重密集，加上网
络信号时有时无，她经常一干就干到了半
夜两三点，硬是咬着牙熬过了那段辛苦的
日子。

这个阳春三月，不只有乌梅子酱般的
微笑。在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无数的“她
力量”正在汇聚，源源不断创造出瞩目的“她
价值”，展示出夺目的“她风采”。 □孙娟

“我在这个岗位，就必须肩负起这
个岗位的职责。对继电保护专业来
说，匠心就是责任心、细心和耐心。”
1969年11月出生的安康水力发电厂电
气分场继电保护班副班长连杰，从事
继电保护检修工作已经32年。他多次
主持安康水电厂设备改造、大修和消
缺工作，曾获三秦工匠、全国“电力行
业技术能手”“国家电网公司技能专
家”等荣誉称号。

继电保护是电力系统最重要的安
全屏障，被称作电力系统的“哨兵”，时
时刻刻守护着发电机组和电网的安
全。连杰在继电保护岗位深耕 32年，
从初入继电保护的少年，一点一滴学
习积累、反复实践，成长为继电保护行
业专家。岁月的痕迹让他的银发渐渐
显现，却丝毫未磨灭他对继电保护专
业的热爱。

安康水力发电厂投产发电 32年，
随着设备的长周期运行，各项继电保
护改造接踵而至。每一年的发变组保
护更换工程不但量大、工期长，而且涉
及转子、定子、水机等工作面广、回路
复杂的问题。千丝万缕的配线中，一
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停机或停
电事故，损失不可估量。

每次技术改造，连杰都严阵以待，
超前理清图纸，吃透说明书，做好现场
勘察。班组同事说连杰一旦开启“沉浸
式”看图，常常在图纸前一坐几个小时
纹丝不动，对身边人和事充耳不闻。每
一部分的图纸他都要一遍又一遍不断
重复看，梳理电缆走向，进行清晰分类，依次整理、挨个编号。

青工杨艺媛说，每次跟着连杰干活，就知道这件活“稳了”！
多年的用心积累，各条保护线路仿佛都刻在了他的脑海之中，有
时好几个工作组的成员一起向他请教不同工作面的问题，他都能
切换自如，对答如流。

3月7日，接到运行值班员的故障报备，连杰和班组成员马上
赶往现场。因为连杰判断迅速准确，不到半个小时故障就排除
了，对系统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要从千头万绪的信息中，发现可疑的蛛丝马迹，绝非一日之
功，连杰以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过硬的心理素质和临危不乱的
专业素养，发现并处理了多起事故隐患。他说，继电保护切除故
障就像医生做手术一样，要快速把“病变”及时清除，全力保障故
障设备损失最小和保证其他设备正常运行。

连杰处理过很多疑难杂症，每一次完成工作后，他都会在脑
中无数次复盘，对典型故障、处理过程和产生原因、防范措施等进
行分析总结，寻求更优的故障定位方法。他把多项科技成果写成
论文在专业期刊发表，帮助更多的同行解决生产工作中的问题。

面对荣誉，连杰深深地感恩企业，感恩企业提供的舞台让他
实现自身的价值。感恩企业对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视，不断鼓励
他深入钻研，学习成长。“今后，我将始终不忘初心，不断前行，守
护好电网安全，守护好万家灯火。”连杰说。 □周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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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秦腔飞扬起来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西安三意社总经理侯红琴

——走近勇担重任的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娘子军”

汇聚“她力量” 展示“她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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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西安市轨道集团运营分公司轨道专业团队对关键设备进行集中隐患排查、整
治，全面提升轨道设备质量，确保运行安全。图为工人正在整治道床病害。 □李嘉彬 摄

3月15日，国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到渭阳110千伏变
电站施工现场开展“党建+安全”进工地活动，通过党员

“双带头”等方式，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为变电站安
全生产提质增效。 □潘世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