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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在《经济日报》记者面前的羌绣
作品名为“羌绣情缘”，姹紫嫣红的牡丹富
贵华丽，翩翩起舞的蝴蝶生动美丽。

“这幅作品我花了 3 个多月时间才完
成。”羌绣作者陈云珍说，曾有人出价 6 万
元收藏，但她没出手，“在手上摸久了，就
像自己的孩子似的，舍不得了”！

生长于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的陈云
珍，从小就对羌绣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厚
的感情。这方面，她妈妈对她影响最大，

“记忆中，妈妈总是在不停做羌绣。她的
手艺在我们当地最好，绣之前都不用画样
儿，直接就绣，还活灵活现的，真是一绝！”

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陈云珍 9 岁时
就有了第一件完整的作品。那是一双鞋
垫，绣的是一朵紫色的花儿。

2003 年，她所在的羌寨建起了新寨，
取名五龙寨。五龙寨开寨后，旅游业迅速
兴起，迎来各地游客。开寨没几天，一位
浙江游客就看中了她围在身上的围裙，非
要买走。“一件围裙卖了 550 块钱！这在
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陈云珍回忆
起来激动不已，“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
以前我们只知道羌绣是我们羌族人不可

缺少的物品，不知道其他人也喜欢，更不
知道还这么值钱。”

在北川，很多羌族姑娘和陈云珍一
样，从小就学习羌绣。待到出嫁时，各式
绣品摆出来，常常要摆满 10 多张八仙
桌。可这些绣品，除部分得到使用外，许
多只是偶尔拿出来看看。

已是寨子里妇女主任的陈云珍很快
成长为当地有名的绣娘。她有了一个大
胆的设想：把姐妹们组织起来，让羌绣成
为特色旅游产品，让山寨尽早脱贫致富。

在陈云珍的带动下，寨子里的姐妹们
一边拿出压在箱底的绣品出售，一边与陈
云珍切磋，绣出许多优秀作品。五龙寨的
羌绣一时远近闻名，很受欢迎。

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使羌
绣艺术遭到巨大破坏，大量羌绣精品被埋
于瓦砾之下。拯救这一古老艺术成为当
务之急。在有关方面的组织下，陈云珍等
一批技艺精湛的绣娘担起传承羌绣的担
子。此后几年里，她穿梭于北川各个羌寨
之间，火堆旁、讲台上，都能见到她为传承
羌绣忙碌的身影。

北川把羌绣作为解决留守妇女就业
的重要渠道，通过政府扶持、技能培训、产
业培育，初步形成了以研发、生产、营销为
一体的羌绣产业链。陈云珍成为发展羌
绣产业的积极响应者和推动者，先后在北

川禹里乡、安昌镇等地举办学习班，培训
学员 5000 余人。她带出的徒弟中，不少
人成为新一拨骨干，带动更多妇女投入羌
绣生产中；有的还成长为羌绣的传人，带
出更多学生。

“羌族妇女勤劳、家庭观念浓厚。如
果在家门口灵活就业，既挣钱又顾家，那
该多好！”陈云珍说，只要把羌绣传统进一
步发扬光大，完全可以做到“几不误”：不
误农活，不误养家，不误挣钱。在陈云珍
的带动下，不少羌族妇女利用农闲时间做
羌绣，每年收入过万元。

教学相长。在绵阳市首届羌绣大赛
上，陈云珍获得第一名，评委称赞她不
仅绣出了羌绣的精美艳丽，更绣出了羌
族史的沧桑、羌文化的灿烂。她还被四
川省文化厅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人”。

近一两年，羌绣遇到了发展瓶颈，销

量远不如前几年。去年，在当地政府部门
安排下，陈云珍到上海学习了“传统文化
如何融入现代生活中”。

“一个多月的学习让我大开眼界！”陈
云珍感慨道，羌绣是传统文化的瑰宝，但
毕竟是地域性的，要走出大山，走向更广
阔的世界，必须与现代审美有机结合。

“比如说，在图案方面，羊角花、羊图
腾等是羌绣传统的代表，不能失传，但在
色彩上要改进；材料更要改进，以前都是
粗布、麻布，这些布料穿在身上已不合适；
在风格上也要改进，要有生活装、盛装等
多个系列。”陈云珍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
大变化。

陈云珍说，从上海回来后，她一直
在思考如何对羌绣进行改进创新，把刚
刚大学毕业的女儿也动员起来，尝试用
IT 技术改进图案、样式等，“羌绣艺术
的前景一定会更好”！

作为非遗代表性传人作为非遗代表性传人，，陈云珍努力对羌绣改进创新陈云珍努力对羌绣改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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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3 岁的王吉源是沈阳铁路局苏家屯车辆段设
备车间主任、高级工程师。他还有一个身份：“王吉源创
新工作室”创始人。这个创新工作室凝聚着王吉源的心
血，记录着他的拼搏和创新实践。

2007 年，为实现货车检修自动化、智能化，苏家屯车
辆段上马了全国铁路唯一的悬挂积放式货车转向架检修
流水线，这套设备在运行初期故障频发，一度成为制约生
产效率的“瓶颈”。

段里将这块难啃的“硬骨头”交给设备车间主任王吉
源。只有技工学校学历的王吉源不分昼夜地对设备运行
中出现的故障进行分析、归类，查找原因。这个段检修生
产实行倒班制，生产作业“歇人不歇马”，除了后半夜，基
本没有时间进行调研攻关。2008 年元旦起，他就没有了
白天、黑夜和节假日概念。凌晨 1 点，修车库停工时就是
他上岗的时刻；白天，他就查图纸、找资料。在对积放线
小车电机和减速机的整修作业中，他连续 3 个月没回过
家，长时间的蹲姿让他的双腿肿得走不了路。经过 8 个
月的集中攻关和反复试验，整套流水线的故障率直线下
降，由原来每月 14件左右下降到不足 3件。

在随后几年的设备更新改造中，他逐渐产生了组建
一支专业团队的想法。他知道，全段近 500 台机械动力
设备中，60%的设备不是使用年限长、故障多，就是精度
等级差、效率低。要想对这些设备进行革新改造，单打独
斗不行，只有汇聚各方面的技术力量，打造一支精英团
队，才能摘掉工装设备陈旧、落后的帽子。他向段里提交
了一份关于组建劳模工作室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准。
2015 年 4 月 25 日，沈阳铁路局首个集课题研究、技术攻
关、经验交流、劳模讲座、实作实训于一体的“王吉源创新
工作室”正式启用。

创新工作室正式运行后，王吉源把技术创新的目标
定位在实现工装设备自动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研发上，
先后研制改造了制动软管喷号机和货车车体整形机等设
备。尤其在货车车体整形设备研制中，为破解钢度、轮压
和牵引功率三者间的矛盾，王吉源带领技术骨干冒着超
过 30℃的高温现场调研，吃住在段里。经过上百次模拟
和连续 20 余天的奋战，终于攻下了这一难关。车体整形
装备的研制成功，不仅直接创造效益 367 万元，每年还可
间接创造效益 150万元。

一分努力，一分收获。王吉源和团队自行设计并开
发货车检修专用设备 29 项，其中车轴除锈机、车钩检修
线、轴承注油均脂机、车钩配件浸漆烘干线、制动梁存储
输送线等 7 项设备填补了沈阳铁路局货车检修专用设
备的空白。王吉源创新工作室获得沈阳铁路局科技创
新进步奖、辽宁省质量管理奖和科技创新一等奖。

文/杨 光

“草根专家”王吉源

2014 年 9 月 26 日，辽宁省凤城市大
梨树村原党委书记毛丰美去世。

大梨树村哭了。
有人说，毛丰美实现了对村民的承

诺，把大梨树村从一个偏僻的穷山村变
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了无遗憾地走了；
也有人说，他是带着遗憾走的，因为他还
有许多愿望没有实现，特别是作为全国
人大代表，还有农民兄弟的呼声没有反
映上去呢。

但是，人们一致认为，他虽然走了，
却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致富领路人

沈阳皇姑区黄河南大街与泰山路交
汇处，一个刻着巨大“干”字的石碑，仿佛
在为老工业基地的改革振兴加油鼓劲。

在两百公里外的凤城大梨树村，也有
一个9.9米高的“干”字碑，与之遥相呼应。

30多年前的大梨树村，债务多、村民
穷，“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干部工资
靠社员”。而毛丰美因为脑瓜活、善经
营，已成为“万元户”。上级组织找到他，
希望他担任生产队大队长，带领村民脱
贫致富。

毛丰美欣然答应，下决心带领大伙
一起干。不少村民还记得 30 多年前的
那次村民大会上，毛丰美诚恳地对大家
说：“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能让全村人
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

为了这句承诺，毛丰美带领全村人
卖粮食、开旅馆、建工厂、造果园、种五味
子、搞乡村游。一件件不容易干成的事，
都被“实干派”毛丰美干成了。

30多年过去，大梨树村富裕了，集体
总资产超过 4 亿元，年人均收入超过 2 万
元。老人有补贴、大学生有补贴，就连村
民搬新居、发展特色产业也有补贴。在
毛丰美的带领下，既无资源优势也无区
位优势的大梨树村硬是走出一条农、工、
商、贸、旅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昔日贫穷
落后的山村，变成富裕、文明、幸福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

许多人问毛丰美带领全村人致富的
秘诀，毛丰美的回答是：“敢想敢干，看准
的事就坚定地干下去。只要实干，就没
有爬不过的坡，没有过不去的坎。”

实干，正是毛丰美为大梨树村留下
的最宝贵的财富。

在大梨树村“干”字碑对面，还矗立
着由锹、镐、锤撑起太阳的“头顶烈日干”
纪念碑，两边分别是“披星戴月干”和“鸡
叫亮天干”碑，周围 360 个“干”字构筑的
广场护栏，则象征着大梨树人每年都要
大干 360天。

“头顶烈日干”“披星戴月干”“鸡叫
亮天干”，是毛丰美“实干”精神的体现。
这 30 多年，大梨树人就是这样干过来

的，实干已经升华为大梨树人的精神。

“实干”加“巧干”

步入 2016 年，辽宁踏上“十三五”新
的征程。老工业基地新一轮的改革振兴
发展，正需要毛丰美式的实干精神。

日前，辽宁省委作出决定，号召全省
党员干部开展向毛丰美学习的活动，表
达辽宁要以实干精神适应、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的决心。

1 月 4 日，2016 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辽宁日报》刊发评论，号召全省党员干
部向毛丰美学习，运用他的“实干精神”，
在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道路上奋勇前
行，再创佳绩。

丹东市委书记孙兆林说：“毛丰美
是在丹东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先进人
物，是优秀基层干部的代表。他的忠
诚、干净、为民、担当的优秀品质和崇
高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是推动丹东新一轮振兴发展的强大
精神力量。”

大梨树村是典型的辽东山村，昔日
基础设施薄弱，特色产品不多，村里常年
贫困。然而，在实干精神的引领下，大荒
山成了花果山，小河沟成了药王谷，小桥
流水连成片。走进这个东北农村，记者
仿佛置身美丽的江南小镇。

上世纪 90 年代，毛丰美融资兴建了
当时辽东最大的封闭市场；进入新世纪，
他果断关停了一批村办小企业，打起生
态农业牌。前来学习大梨树经验的不少
人说：“每每有重大机遇，毛丰美总要想
办法抓住。这说明，他不仅实干，更懂得
巧干。”正是“实干”加“巧干”，成就了大
梨树村的巨变。

2006 年，毛丰美得知一部电视剧正
在寻找外景拍摄地，就主动邀请他们到
大梨树来拍，并带领全村人用 3 个月时
间，为这部剧量身订制了影视基地。制
片方被大梨树人的精神感动，当即决定
在大梨树拍摄。毛丰美认为，电视剧一
播出，就会对大梨树带来较大的宣传效
应。而且，200 多人剧组的消费能力也
不可小视。他说，摄影基地就是白给人

家用，大梨树还有得赚！
那阵子，大梨树村正在发展乡村旅

游，配合该电视剧的播出作了一系列宣
传，大梨树乡村游开始成为丹东市乃至
整个辽宁省乡村游的名牌产品。

许多党员干部说，毛丰美走了，但他
一生践行的实干精神却薪火相传。在辽
宁振兴发展正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
的关键阶段，“干”字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精神食粮！

为农民说话

毛丰美是全国人大代表，他参会时，
一直是两会期间的焦点人物。因为他嗓
门大，现场发言极具感染力和针对性。
几乎每次赴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他都要提出关于农民的一系列实际问
题。从取消农业税到缩短城乡收入差
距，从解决农村饮用水问题到降低农村
电价等，毛丰美的这些建议都能引起关
注，推动解决一系列问题。

丹东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所长
何晶是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同
样来自凤城市的她，经常与毛丰美一起
探讨如何当好全国人大代表、如何更好
地履行职责。何晶说：“毛丰美当全国人
大代表 20 多年，有关‘三农’问题的议
案、建议就提了上百件，说的都是农民的
心声，这样的代表怎能不受欢迎？”

许多人都清楚地记得，毛丰美一次
次为农民大声疾呼的情景：

2007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丰
美拿着一瓶取自辽宁昌图县条子河流域
的水样，拍着桌子愤怒地说：“这种连牲畜
都不喝的水，今天来开会的代表们，你们
谁能喝一口？！这水，条子河流域的老百
姓已经喝了10年了！”

2009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丰
美拿着一根玉米慷慨激昂地说：“这么好
的玉米现在才卖几毛钱，农民太亏了！”

⋯⋯
2014 年 3 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毛丰美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那一次，已是结肠癌晚期的他拖着
病体，带来关于农民问题的 8 条建议。
许多朋友劝他以身体为重，建议请人替
他递交建议，但他说：“只要我还能动
弹，我就一定要亲自把农民的声音带到
会上！”

同为当了 20 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
同为辽宁人、同为“老农民”，辽宁兴城市
四家子村党委书记张文成是毛丰美的好
哥们。2015 年两会期间，张文成曾为

《经济日报》记者描述他最后一次看望毛
丰美时的情景：“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

‘我还有好多建议没有提，以后就靠你
了’。这句话，我永远忘不了。”

今年，张文成代表准备了 6 条建议，
如毛丰美所愿，这些建议个个涉农，无论
是“土地确权要确到农民根本利益”“财
政要提高向农村环境治理投入”，还是

“农业行政执法的建议”，无一不是为农
民说话。

把农民的声音带到会上
——追记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村原党委书记毛丰美

本报记者 苏大鹏 张允强

陈云珍向客人展示羌绣作品

。

本报记者

钟华林

摄

▶ 2005 年 9 月，毛丰美在五

味子种植基地。 （资料图片）

▲ 2009 年 7 月 9 日，毛丰美

在大梨树龙潭水域改造现场。

（资料图片）

▲ 毛丰美在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上发言。

杨登峰摄

通往中继站的道路只能到达半山腰，在中继站值班

的几天，日常用品要靠人力搬运上山。2 月 22 日，同事孙

登学（右）帮刘彩文运东西。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一个人的中继站
冬日的太行山一片荒芜，山顶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小

房，这是北京铁路局石家庄电务段石太客专 9 号中继

站。9 号中继站交通不便，节假日尤其春运期间专运任

务重，需要安排人员值守，及时监控设备，保障列车顺

利运行。电务段东凌井信号工区工长刘彩文和同事孙登

学是这个中继站的“主人”，他们轮流在这里值班，每

一周左右换一次班。每次值班，刘彩文都要从河北石家

庄的家里赶到这里，然后一个人独自在这个小屋里坚

守。

2月 22日，刘彩文在查看相关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