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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阮薪（左一）在大棚内打包哈密瓜上线销售。

②阮薪（右三）和他的电商团队在该县隆得堡超市

调研水果价格。

③阮薪（中）在水边镇果业基地向果农学习翠冠

梨、青香梨的区分方法。

④阮薪（左一）在路边摊向莲农了解莲蓬收成。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扶贫助农
“赣农情”

2017 年，是 32 岁的江西峡江县返乡创业大学生阮薪创

业的第五个年头。5 年前，阮薪联合其他 5 名返乡创业的大

学生组建“赣农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扶贫助农”为宗

旨，致力于把家乡的农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售到全国各地。

投身“互联网+农产品”创业，源自阮薪的一次偶遇。那

天，他无意间目睹了一位老农在烈日下叫卖板栗。出于同

情，阮薪尝试用网络销售的方法帮助老农。出人意料的是，

小小的爱心举动竟然带来了超出预期的销售成绩：4000 多

公斤滞销板栗销售一空，价格更是比路边摊还高出一元多。

此后不久，阮薪便和他的小伙伴们红红火火地干了起

来。目前，公司已有 12 人，且已入驻该县电商产业园。仅

2016 年，该团队线上销售米粉、冬笋、红薯、莲蓬等农产品多

达 100余款，销售额达 1200余万元。

张 晶 曾双全摄影报道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张 頔

联系邮箱 jjrbrw@163.com

林 丽 ， 1972 年 生 人 ， 现 为 湖 北 咸 丰 供 电 公 司 网 格

员。进入供电系统工作 10 多年，林丽先后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国家

电网公司特等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以她名字命名

的 “ 林 丽 工 作 法 ” 在 电 力 系 统 广 泛 推 广 ， 广 受 用 户

认可。

点 亮 心 灯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北咸丰供电公司网格员林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举高 通讯员 白荣生 万 鹏

站在泥土上思考，钻入文化中寻根，是廖华歌直面
很多问题时的一贯视角。这位素衣素颜、快言快语的全
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南阳市文联主席，最
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没有父老哪有我，没有文化哪有
根”。

作为行走在基层、生活在基层、牵挂在基层的文化
人，廖华歌的目光始终凝视着脚下这片厚重的土地。

“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要帮助 7000 万贫困户脱离
贫困，这真的是快人心、得民心的好事。”她沉思一下
说，“我觉得，比物质匮乏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贫瘠。
精准扶贫，离不开精准的文化扶贫。”

这样的感悟源自于她走访山乡农家、深入田间地头
的调查，也发自于她情牵农村农民、关注农业农事的情
怀。“她的根，始终在乡村。”有作家同行这样评价廖
华歌。

闲暇之余，廖华歌时常深入农村书屋、山村学校，
了解老乡们的文化状况和农村儿童的身心诉求。她觉
得，文化是带给父老乡亲精神上的温暖光芒，知识是帮
助山里孩子改变人生命运的钥匙，文化可润困顿之躯，
知识可解迷茫之心。

同时，廖华歌也敏锐地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像
农村书屋捐赠的书多是武侠小说、悬疑科幻或心灵鸡汤
类的。”她掰着手指介绍，“其实农民更需要的，是像农
用知识、林果栽培、牲畜饲养这类有实用价值的书。”
她觉得，精准的文化扶贫，就是真正深入到贫困人群
中，以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提供精准长效的帮扶。“依
需求帮扶，从精神扶贫，让文化扎根。”她掷地有声地
说，“这就是精准文化扶贫的内涵与精髓。”

基于此，廖华歌在这几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了不少
沾着泥土味道、带着基层呼声的建议。“我不会高谈阔
论，我只想说那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生性秉直的廖华
歌说。

除了对农村文化的“贫瘠”深有体会，廖华歌对城
市人、特别是当下年轻人的文化缺失也感到忧虑。“现
在，很多年轻人连萧红是谁都不知道。”她叹了口气
说，“在电子产品霸占眼睛的当下，不少青少年都沉浸
在电脑手机之中，他们根本无暇静下心去阅读传统文化
与经典之作，这是非常可怕的。”

花的娇艳，必须植根于肥沃的土壤。树的繁茂，必
须扎根于深沉的大地。这几年全国两会期间，廖华歌根
据我国公民阅读量持续下降，“深阅读”“经典阅读”被
轻视怠慢的现状，连续建言“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
型社会，提高国民素质”。

在廖华歌眼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
绝、长存于天地之间，离不开一代代文化人孜孜不倦的
探索与记录，更离不开一代代年轻人砥砺奋进的传承与
创新。廖华歌说，“用经典的传统文化养育有为的年轻
人，让优秀的文化作品丰盈致富众乡亲，这是我的中国
梦”。

她的根，始终在乡村
——记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廖华歌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高 帆

林丽，湖北咸丰供电公司的一名
基 层 网 格 员 ， 她 负 责 的 区 域 内 住 着
3117 户 村 民 ， 有 51 台 变 压 器 。 多 年
来，她踏踏实实地像钉子一样钉在岗
位上，工作精益求精，做到了“抄表
零差错、客户零投诉、电费零欠缴”。
她常说：“错账是小，失信是大，不能
负了乡亲们的信任。”

让群众更方便

林丽出生在贵州盘县，1992 年远
嫁湖北咸丰。次年，她经过考试进入
一 座 小 水 电 站 从 事 发 电 工 作 。 2003
年，林丽通过竞争上岗，成为咸丰供
电公司一名抄表工。

咸丰地处武陵山区，夏秋季节蛇
虫出没，春冬时节阴湿路滑。林丽有
背 包 、 笔 记 本 、 镰 刀 和 袖 套 “ 四 件
宝”。背包里装着抄表卡、计算器、钳
子、螺丝刀、保险丝。笔记本既是工
作手册，又是民情日记，里面记录有
每户村民的家庭情况、联系方式、用
电 需 求 和 委 托 事 项 。 山 里 的 路 全 是
泥 ， 出 门 前 ， 林 丽 把 袖 套 往 腿 上 一
套，就成了一副简易的绑腿，可以防
虫 子 。 镰 刀 ， 一 是 用 来 防 蛇 、 防 野
兽，二是砍山路上的荆棘，砍线路下
的树障。

林 丽 的 工 作 常 常 与 黑 暗 为 伍 。
“‘两头黑’对我们来说就是家常便
饭。”林丽笑着说道，“上山容易下山
难，泥泞路上摸爬滚打、脚底下抹油
滑 倒 ， 就 好 比 炒 菜 时 放 的 油 ， 少 不
得。”虽然条件艰苦，但林丽在抄表的
10 多年里，做到了抄表零差错、客户
零投诉、电费零欠缴的“三零”。“我
也在林丽负责的那块片区抄过表，起
早贪黑地把表抄完都困难，林丽却做
到了‘三零’，真是难以想象。我们这
些男人都不得不佩服⋯⋯”同事熊显
锋说道。

凭借着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林
丽在每家每户的电表上都贴了张小标
签，标签上写有她的名字、电话、抄
表时间等信息。遇到事情，客户就会
打电话过来。后来，贴小标签的方法
在同事间广为传用。随着科技手段不
断提高，咸丰供电公司在此基础上统
一制作了用电服务指南，将网格员的
相关信息和现代化电子缴费方式等说
明全部印在指南上面，并且贴在每户
的表箱下，让群众用电更加方便。

把群众当亲人

“只有你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不
拿你当外人。”林丽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在供电服务体系的“最后一
公里”，林丽用一件件平凡的小事，赢
得了当地群众的认可和爱戴。

高乐山镇梅坪村二组李家坝三面环
山，一面邻水，15 户人家 70 口人两年
前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山外的物
资运不进来，山里的农副产品运不出
去，生活贫困，“只敢点点灯，不敢用
电器。”村民刘成面露难色，“莫说雨
天，就是晴天也是一片泥泞。”前年，
一次进村时，林丽便陷进了齐膝的泥
坑里。

不彻底解决出行难问题，村民也不
会脱贫。村民不脱贫，就用不了电器，
交不起电费。于是，林丽一家一户上门
做工作，多次召集村民开会，掰着指头
给大家算占田、占地及砍树修路的得失
账，希望把大家的心聚到一起。之后，
她又发动村民凑钱修路，自己还主动掏
了 1000 元钱。当地 15 户村民被她的真
诚和执着所打动，纷纷出钱出力，修通
了公路。

“原来家家户户都欠账，现在路通
了，新房子也一栋栋建起了，没存款的
只有一两家了。”78 岁的村民组长田文
安至今谈及这事，还一个劲地竖大拇
指，感激地说：“看到村民喝水难，她
又从湖北省电力公司争取了 30 万元资
金，给我们修了两个水池，解决了 200
多户村民的饮水难题。”

因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高乐山镇
人民政府特聘她为杉树园村村主任助
理。在村民眼中，林丽热情、贴心、乐
善好施。哪家有人生病她要管，哪家吵
架她要管，哪户生活困难她也要管。

林丽所负责的区域，哪家门朝哪边
开，哪家树朝哪边栽，她都一清二楚。
于是，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她积极
履行“电工村官”的职责：发动群众调
整产业结构，动员村民修路盖新房，调
解村民矛盾纠纷，利用短信和微信向群
众转发天气预报⋯⋯成为远近闻名的

“八大员”，即网格员、宣传员、执行
员、监督员、巡视员、协调员、联络
员、安全员。

梅坪村 83 岁老人田桂梅是林丽认
的“妈”。十年前，儿子外出打工，田
桂梅拖着孱弱身躯艰辛劳作，林丽对她

十分关心。老人生病了，她总会去看
望；逢年过节，她也上门去问候。老人
从心底里喜欢林丽，说她“像亲女儿一
样好”。每年老人生日到了，林丽总是
像亲闺女一样去为她祝寿。她还鼓励老
人的两个儿子自强自立，千方百计地帮
助他们寻找收入渠道和就业门路。如
今，两兄弟都有了自己的手艺，家里的
日子也好了起来，兄弟二人都真诚地管
林丽叫姐姐。

红椿坨 86 岁的杨光耀老汉孤身一
人，患有低血糖。林丽每月都会买上
两包红糖送给他，这一送就是九年。
徐家坨村的唐春平打电话说病危的母
亲想吃鱼，请林丽帮忙带一条，她在
县城买了鱼赶上第一班车，又走上两
公里山路送去；唐福燕家经济拮据，
林丽默默地掏钱把电费垫上；在田坎
边，看见打猪草的奶奶佝偻着身子，
她急忙上去帮着背一段；碰到做农活
的大姐，林丽也要上前搭把手。在林
丽 办 公 室 的 抽 屉 里 ， 收 着 不 少 缴 费
单，金额少的几十元，多的几百元，
都是她为那些贫困户垫付的电费。高
乐山镇 83 岁的文学仕逢人就夸：“这个
女娃子就和我亲闺女一样，我手头不
方便的时候，她都会掏钱帮我垫上，
好多次都只给发票不拿钱⋯⋯”

扛起家庭重担

2003 年，林丽的小叔子杨同强不
幸患上尿毒症，需要做换肾手术。上有
年迈的婆婆，下有年幼的儿子，一时
间，那个平日里能干会干的“女汉子”

犯了难。
换，还是不换。这个本来已经脆弱

的家庭又一次陷入困境。林丽的公公因
病去世不久，为给公公治病花光积蓄还
欠了外债。

换，没钱！不换，生命垂危。
“换！”长嫂林丽发话，“钱没有可

以借，命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林丽同丈夫一起四处求亲告友，筹

集了 30 多万元，为小叔子做了换肾手
术。考虑到杨同强的身体虚弱，弟媳又
没工作，林丽便与丈夫商量，帮助弟媳
开起了烤鸭店，同时还主动帮忙照顾两
个侄子。

长嫂如母。在这个大家庭里，林
丽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里的重担，也
赢 得 了 弟 弟 、 弟 媳 的 尊 重 。 这 些 年
来，同住一套房、同吃一锅饭、同喝
一缸水，全家老老少少和和气气，从
来没红过脸。

尤其是在小叔子做第二次换肾手术
的时候，林丽依然毫无怨言，四处筹
钱。“莫说一个大嫂，有的亲妈都做不
到啊。”婆婆郑德全流下了眼泪。

如今，国家电网公司、恩施州委、
咸丰县委先后发文号召向林丽学习。咸
丰供电公司成立了以林丽名字命名的

“爱心基金会”、组建了“林丽爱心团”
和 10 支“林丽服务队”，并响亮地喊出
了“我们都是林丽”的口号。在林丽精
神的感召下，许多爱心人士纷纷加入爱
心团队。爱心队伍不断壮大，爱的正能
量也得以不断传承、发扬。

上图 林丽 （右） 在农民建房现场

检查线路，确保群众安全。 段 巍摄 网上流传一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
为你负重前行！”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第八大队
大队长、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林伟光，就是这样一个
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负重前行”的人。

从警22年来，林伟光一直战斗在打击犯罪分子的第
一线。他曾先后负伤 30 余次，其中 8 次伤重住院、2 次
危及生命。对于林伟光来说，负伤早已成了家常便饭。

1995年，林伟光考入佛山市公安局，成为一名巡逻
警察。后来他主动请缨，参加危险性大、难度高的打击
街面飞车抢夺犯罪的工作。多年来，林伟光凭借出色的
业务能力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从一名普通民警成长
为大队长。

2013年8月14日，林伟光接到佛山市公安局指挥中
心通报：一名男子持枪抢劫后潜逃。他立即带队展开侦
查，连夜追踪嫌疑人。次日，嫌疑人在一小区楼下被发
现。民警盘问期间，嫌疑人竟掏出手枪对准民警头部并
趁机逃跑。

林伟光立即组织民警形成追捕包围圈。嫌疑人被包
围圈逼到河边，无路可退。但丧心病狂的嫌疑人仍负隅
顽抗、不肯投降。紧急关头，林伟光趁嫌疑人分神的瞬
间，迅速上前将其扑倒。但两人一起落入了河中。

河里是生活污水，污浊恶臭且河道淤泥很深。林伟
光在与嫌疑人搏斗的同时在河道中越陷越深，并慢慢下
沉。最终，队友将筋疲力尽的林伟光拉上了岸，并抓获
了嫌疑人。

佛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第八大队民警梁隆彪告诉记
者，据不完全统计，林伟光这些年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3900 多名，破获刑事案件 6500 余宗。林伟光先后荣立
个人一等功 2 次、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2 次。2012 年，
公安部授予林伟光“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称号。战
功赫赫的林伟光被同事们誉为“战神”。

林伟光说，“我热爱警察这个职业。既然我爱它，就
要面对它的全部，包括它的危险，甚至是流血和牺牲”。

负重前行的“战神”
——记全国特级优秀民警、广东省佛山市公

安局刑警支队第八大队大队长林伟光
本报记者 张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