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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彰显“她力量”

走近走近20242024年年““最美巾帼奋斗者最美巾帼奋斗者””
叶晓楠 胡晓晓 刘雨馨

凝聚巾帼之力、汇集巾帼之智、激扬巾帼
之志，用行动担当使命。近日，黄会林、张荣
华、柯晓宾、张雨霏、苏琴、石玉莲、刘菊
妍、惠敏莉、付巧妹、左莉10名全国三八红旗
手标兵入选2024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她们有
的耄耋之年仍耕耘在三尺讲坛，有的为高铁安
全高效运行保驾护航，有的在危险紧要关头迎

难而上，有的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拼搏实
干，有的为非遗文化传承工作贡献力量……她
们以行动建功新时代，以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在新征程上谱写了无愧于时代的巾帼华章。

奋进新征程，彰显“她力量”。近日，本报
采访了部分“最美巾帼奋斗者”，听她们讲述新
时代女性的奋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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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会林——
耄耋之年，耕耘讲坛

她曾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女战士，是
我国高校第一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也是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创始人……她就是 90
岁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
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

从抗美援朝的战火洗礼到在学术殿堂
里教书育人，从专注影视学科研究建设到
致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黄会林始
终保持着对国家的无限热爱。

1950年，年仅16岁的黄会林奔赴抗美
援朝战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铸就了鲜红
底色。回国后，黄会林重回校园继续学
习。1955年，她被保送至北京师范大学中
文系，1958 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从此，
黄会林开始了长达 66 年的教学与文艺生
涯。她培养了大批中国现代文学、戏剧影
视及文化传播专业人才，发表影视、文学
著作等约 620 万字，参与创作电影、话
剧、报告文学等约320万字。

丰富的教学经历和人生阅历让黄会林
更深刻地了解到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她积
极响应学校要求、顺应时代发展，不断调
整研究方向。从现代文学到现代戏剧，再
到创建北师大影视学科，重建艺术学科，
知行合一的理念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1992 年，黄会林调到艺术系担任系主
任，创建北师大影视学科。黄会林提出要
突出四个特色，即整合建制特色、培养人
才特色、理论美学建设特色以及品牌特色。
此外，她创建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作为品牌
特色，每年都吸引众多大学生和影视界的关
注，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

黄会林还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
合作，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她
与爱人绍武先生共创“第三极文化”，建
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倡导以新
媒体时代的各种有效传播方式将中华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弘 扬 到 全 球 。 她 组 织 开 展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截至目
前，有来自 91 个国家的 1000 余位外籍青
年参与该项目，完成短片 950 部，作品在
26 个国家进行展映。

今年已是黄会林在高校任教的第66个
年头，如今，她仍坚守在三尺讲台，锻造
高品质学科、匠心培育影视人才，用实际
行动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

“回望过去，教书育人已融入血液；展
望未来，我还会在这条充满探索、关怀、
奉献的教学之路上继续前行，尽心竭力，
奉献终生。”黄会林说。

柯晓宾——
勤学苦练，技能成才

铁路信号继电器被称为高铁信号控制
系统的“神经元”，是铁路安全的重要保
障。在中国通号西安工业集团沈阳铁路信
号有限责任公司的电器车间内，83名工人
正忙碌地调试着一台台设备。其中，有着
21 年继电器调试经验的“工匠”柯晓宾，
是这个大型调整班的班长，她长期扎根铁
路信号继电器调整一线，磨炼技艺，为高
铁安全高效运行保驾护航。

“我们从事的是继电器调整工作，它的
技术指标要求非常高，都是毫米毫牛级
的。”柯晓宾说。

一手拿着继电器，一手握着扁嘴钳；
轻夹几下，微小零件被精准调整……柯晓
宾心细如发、眼明手快。“练就这一本领没
有其他捷径，只有靠着耐心和持之以恒的
韧劲，才能踏踏实实地做好这份工作。”这
样的道理，柯晓宾了然于心，自从进入电
器车间以来，她始终坚持“把一件事情做
到极致、做到最好”。

提及自己与铁路之间的缘分，时间还
要追溯到2003年。那一年，柯晓宾从机电
工程一体化专业毕业加入调整班工作，从
此，她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不断磨炼
技能。这份坚持得到了回报。2012 年，
柯晓宾成长为一线班长；后来又被评为

“全国技术能手”，并陆续获得了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多 年 来 ， 柯 晓 宾 先 后 带 出 50 名 徒
弟，其中 5 人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在京
张、京沪等高铁项目及中老铁路、雅万
高铁等的建设中，柯晓宾出色完成多项
任务。2017 年，柯晓宾劳模创新工作室成
立，累计完成难题攻关、工艺技术改进等
项目 31 个，取得创新成果 46 项，申请国家
专利 12 项。

回顾这些年的经历，尤其让柯晓宾钦

佩的还是一线女职工群体。不同于其他班
组，在她所在的83人的大型调整班里，有
87%的职工都是女性。“我们常有生产任务
繁忙的时候，都会提前沟通排班情况，经
常需要安排加班。但我几乎不需要去做很
多动员，因为咱们的女职工们总是毫不犹
豫地坚守在岗位，即便是请假，也会主动
商量选取最不影响工作的时间。这样的团
队支持，让我更有信心去做好工作。”柯晓
宾感慨地说，“大家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一起为铁路事业作贡献。”

“通过勤学苦练，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大
国工匠。”柯晓宾说，“我们要带动更多女
性加入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队伍中来，
用劳动诠释‘中国精度’。”

苏琴——
救援一线，铁肩担当

一身蓝色队服、利落的短发、矫健的身
姿，作为安徽省合肥市蓝天救援队队长，苏
琴的干练身影经常出现在各个救援现场。

“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是我们奉献
担当的时刻。”12 年来，苏琴始终冲在救援
一线，带领志愿者团队参与各类救援，在这
支近500人的团队里，女性有近200人。

年少时，苏琴就有个“英雄梦”。 从
小，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苏琴成长为一
名热心肠的人。2004年，她和朋友在登山
时参加了一次户外寻人，让她萌生了通过
公益救援帮助他人的梦想。

2012 年，苏琴加入合肥蓝天救援队。
游泳、驾船、潜水、陆搜、急救……苏琴
在实践中成为一名“全能型选手”。2015
年，全面过硬的专业技能让她得到了队员
们的认可，成为队长。

2020 年 7 月，暴雨袭击江淮大地，苏
琴带领队员累计救援 824 人次，转运受困
群众517名。

2023 年 2 月，土耳其发生 7.8 级强地
震，苏琴带领14名专业队员会同其他救援
力量迅速驰援。为了赢得最佳搜救时机，
刚刚经历过近20个小时飞机、大巴转乘的
苏琴和蓝天队员，顾不上休息，立刻按各
自技能分为多个组，在 6 个任务点昼夜展
开搜救。7 天救援中，苏琴和蓝天救援队
严明的纪律、决不轻言放弃的精神，赢得
了土耳其民众的尊重和信任。

自 2012 年参与志愿服务起，无论何
时，只要蓝色的队服在身，苏琴的使命感
便油然而生，每一次的救援背后，都有着
一个特殊的故事，这让每一次的行动都变
得无比难忘。

“比如今年 2 月 7 日腊月二十八的晚
上，我们接到任务紧急外出寻人，冒着寒
风搜寻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帮助一位76岁
的走失老人和家人团聚。那一刻，我觉得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何尝不是送给
我们最好的春节礼物呢！”苏琴说。

苏琴还策划实施了“城市寻人”“用心
关爱让爱回家”和“助力复学、救在身
边”等一系列志愿服务项目，个人累计志
愿服务时长超过5000小时。2017年起，她
和队友进村入校进行防溺水宣讲，迄今已完
成 1500 余场，受众达 150 余万人，有效地普
及了防溺水知识和心肺复苏等急救方法。

一次次快速集结，一条条紧急报备，
一名名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襟的

“救援蓝”……如今的合肥市蓝天救援队，
涉猎领域从最初单一的水域，发展到山
地、深井、绳索技术救援、城市寻人等各
个救援方面。

“未来我会继续和蓝天救援队一起深耕
公益领域。”苏琴说，“通过自己所学的防
灾、急救和救援类知识，去多做一些普及
工作，从而帮助到更多人。”

石玉莲——
科技种田，越种越甜

“如今我们的稻田，从种到收基本上是

机械化，播种喷药用起了无人机，我一个

普通农村妇女也成了无人机的飞手。”谈起

村里的事儿，石玉莲有着说不完的话。

石玉莲是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金坪民

族乡南下村党支部副书记兼村妇联主席，

通过不懈努力和探索，掌握了现代农业科

技知识，成为当地的种粮大户。

熟悉她的乡亲们都知道，石玉莲是一

名不服输、爱“折腾”的人。曾经的她，

因为爱“折腾”背负一身债务，屡屡碰

壁。在从事农业工作之前，石玉莲曾外出

打工，两年后回乡尝试创业，从养蛇、办

蛇酒厂，到种果树、种药材，再到林下养

殖，可惜都以失败告终。但石玉莲并不甘
心，决心要继续奋斗。

2012 年，在党的“三农”政策帮扶
下，石玉莲参与了“一村一名大学生工
程”。年近 40 岁的石玉莲成为一名农民大
学生，走进江西农业大学学习农业技术与
管理。“在学校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水稻直
播技术。这个‘直播’不是电视直播，而
是把种子直接播撒到田里。”石玉莲说，

“以前我们种田得先育秧再插秧，一个人一
天最多插一亩，学了这个技术，很快就能
完成。”

回到家，石玉莲就在自家田里开干。
刚开始大家都不相信，别人家的秧苗已经
育满田了，她家的田里还是光板一块。有
人笑话石玉莲说：“你会种田？你会种草还
差不多！”

但到了收割的时候，石玉莲家的水稻
迎来了大丰收。“一个人富了不够，还要带
着大家一起富。”尝到科技种田甜头的石玉
莲把水稻直播技术做了普及。

从怎么选种、怎么催芽，再到把种子
种到田里要注意哪些事，她都手把手教给
大家。

石玉莲成立了合作社，吸纳社员 136
户，优质水稻种植面积增加到 5000 余亩，
帮助农户掌握水稻科学种植新技术，实现
每亩增收 200 多元。她还成立了石玉莲乡
土人才工作室，与院士团队合作共建“旱稻
科技小院”，打造三产融合综合示范基地。

科技种田，越种越甜。从刚开始种 10
多亩“自留地”到如今“跨乡出县”种植
水稻、西瓜、脆柿……石玉莲种植的种类
越来越多，品质越来越精细，而这一切都
和她身上那股子肯攀登的闯劲分不开。“很
多时候，真的累到哭，但擦干眼泪后，我
又扎进田间，继续努力。”石玉莲说。

“我是以科技作支撑的新型职业农
民！”石玉莲对此很是自豪，“我将和乡亲
们一道，种好田、多产粮、多产果，为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惠敏莉——
赓续传承，光大秦腔

传承艺术、传播文化，这是陕西省西
安易俗社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惠
敏莉牵挂的使命。作为易俗社百余年来唯
一女“掌门人”，惠敏莉 40 多年的艺术人
生，都为了那一声高亢秦腔。

“易俗社传承百余年和家国同频，与时
代共振，坚持‘为人民而写，为人民而
演’这一传统，用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凝
心聚气的初心也不会改变。”惠敏莉说，

“我们将继续以赤子之心赓续传承，合力将
秦腔艺术发扬光大。”

惠敏莉在戏曲领域扮演过多个经典角
色，比如 《三滴血》 中的贾莲香、《柳河
湾的新娘》 中的柳叶、《昭君行》 中的王
昭君……这些角色都展现了她在艺术上的
精湛造诣和对女性角色的独特见解。

在惠敏莉的带领下，易俗社不仅传承
了秦腔的经典剧目，还推出了一系列创新
作品。她注重培养新人，为多名学生传承
了多部秦腔剧目，如 《数罗汉》《三滴血》
等；她带领团队成功上演了青春版 《柳河
湾的新娘》 和 《三滴血》 等，传德传艺传
经典，让年轻观众也能感受到秦腔艺术的
魅力。

“秦腔是我的根，是我的魂。我要用自
己的力量，让这门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更
加绚丽的光彩。”惠敏莉说。

除了在舞台上绽放光彩，惠敏莉还积
极投身于秦腔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工作。为
此，惠敏莉带领团队积极探索新的演出形
式和内容。她结合现代科技手段，推出了
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和吸引力的秦腔演出，
如多媒体秦腔、实景秦腔以及去年推出的
夜游主题演出 《易俗社·梨园夜》 等。这
些新颖的演出形式不仅让观众在欣赏秦
腔艺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现代科技的
魅力。

秦腔脸谱、传统戏楼，当人们漫步在
易俗社文化街区，艺术气息扑面而来。
2021 年 9 月，这个以秦腔剧团易俗社为主
的秦腔文化展示区正式开放，这背后也离
不开惠敏莉的默默付出。

惠敏莉牵头成立了易俗社文化研究
院，通过打造博物馆和文化街区，为秦腔
艺术走近大众、走向国际贡献了智慧和力
量。在惠敏莉的带领下，易俗社通过多场
景、多样态、多风格的演出形式，让更多
人了解秦腔、喜爱秦腔、传播秦腔。“我们
将坚持守正创新，让秦腔艺术永葆青春活
力。”惠敏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