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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腿教师”张羽辉
陈地长摄影报道

拄着拐杖站在讲台边拄着拐杖站在讲台边，，慢慢地挪慢慢地挪
动身子在黑板上写板书动身子在黑板上写板书，，还不时向学还不时向学
生提问生提问，，一堂课下来一堂课下来，，硬是一直站着硬是一直站着
……在革命老区江西于都县梓山中……在革命老区江西于都县梓山中
学学，，5050岁的岁的““独腿教师独腿教师””张羽辉默默地张羽辉默默地
坚守了整整坚守了整整2626个年头个年头，，多次获得多次获得““优优
秀教师秀教师”“”“师德标兵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等荣誉称号，，他教他教
的一批批山里娃走出了大山的一批批山里娃走出了大山，，在各行在各行
各业有所作为各业有所作为。。

读小学时读小学时，，张羽辉因意外受伤导张羽辉因意外受伤导
致左腿高位截肢致左腿高位截肢，，拐杖从此伴随他左拐杖从此伴随他左
右右。。身体的残疾并未阻止他对梦想的身体的残疾并未阻止他对梦想的
追求追求。。为实现自己的教书梦为实现自己的教书梦，，张羽辉张羽辉
付出了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与汗水付出了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与汗水，，
终于在终于在19891989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赣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赣
南师专南师专，，毕业后分配到梓山中学任毕业后分配到梓山中学任
教教。。由于身体原因由于身体原因，，学校有意照顾他学校有意照顾他，，
让他担任图书管理员让他担任图书管理员，，但张羽辉却主但张羽辉却主
动申请到教学一线动申请到教学一线，，志愿在三尺讲台志愿在三尺讲台
上实现人生价值上实现人生价值。。每节课站立每节课站立4545分分
钟钟，，有时一天要站上三四节课有时一天要站上三四节课，，但张羽但张羽
辉从未坐着讲课辉从未坐着讲课。。

““最近学习怎么样最近学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困难
需要老师帮忙吗需要老师帮忙吗？？””……张羽辉经常拄……张羽辉经常拄
着拐杖来到学生身旁着拐杖来到学生身旁，，与孩子们拉家与孩子们拉家
常常，，嘘寒问暖嘘寒问暖。。放学后放学后，，他在办公室为他在办公室为
学生批改作业学生批改作业，，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校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校
园园。。““看到一批批孩子们学有所成看到一批批孩子们学有所成，，我我
再苦再累都值了再苦再累都值了。。虽然我肢体残疾虽然我肢体残疾，，
但我的心灵没有残疾但我的心灵没有残疾，，我愿一直为孩我愿一直为孩
子们服务子们服务，，直到退休直到退休。。””张羽辉说张羽辉说。。

图图①① 张羽辉在辅导张羽辉在辅导
学生功课学生功课。。

图图②② 张羽辉正在和张羽辉正在和
孩子们愉快地打乒乓球孩子们愉快地打乒乓球。。

图图③③ 张羽辉在和学张羽辉在和学
生一起吃营养午餐生一起吃营养午餐。。

王国鑫——

把崖壁变成“聚宝盆”
本报记者 王轶辰

9月初的江西鹰潭龙虎山景区李家村，秋色怡人，远眺附生在崖壁上
的一排排铁皮石斛，黄灿灿的花儿犹如满天星，给寂静的山谷平添了无
限生机。8日清晨，村民李发旺早早攀上崖壁，采摘铁皮石斛。“5年前我
与王师傅合作，在崖壁上种了10多亩铁皮石斛，现在每年都收入10万
多元。”李发旺说，以前寸草不生的崖壁石，如今成了他致富的“聚宝盆”。

李发旺说的“王师傅”，是浙江客商王国鑫。10年前，王国鑫在龙
虎山游玩时，碰到一位采药人正在崖壁上采摘野生铁皮石斛，开价每斤
1万元。

说起铁皮石斛，王国鑫并不陌生。铁皮石斛是珍贵的中药材，被列
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因其生存条件苛刻，自然产量稀少，被列为国
家二级濒危保护植物。在王国鑫的家乡，村民尝试人工种植铁皮石斛，
并获得了成功。龙虎山野生铁皮石斛让王国鑫动了心思。

为保险起见，王国鑫向江西省林科院“求助”。科研人员在从龙虎
山收集的16类野生铁皮石斛基因序列中发现，龙虎山特有的类别达7
种之多，占我国已发现野生铁皮石斛种群的十分之一，科学印证了龙虎
山野生铁皮石斛种质资源具有“种群分布最广泛、种质资源最丰富”的
特点。同时，独特的丹霞地貌为铁皮石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
让王国鑫有了创业信心。

2009年，王国鑫来到龙虎山开荒作畦，仿野生环境培育野生铁皮
石斛。“通过科技攻关，我们提炼野生铁皮石斛DNA，培育种苗，保持了
铁皮石斛品种的纯正。”王国鑫说。

扎根龙虎山，王国鑫打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生物技术战。自然条
件恶劣、科研设备简陋以及经济状况拮据，都没能动摇他让“仙草”复活
的信念。历经多次科学试验后，奇迹终于发生了——他利用植物细胞
繁殖技术，攻克了组培育苗、炼苗、仿野生环境栽培等技术难关，培育出
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达30%以上。

中药界有句俗话，“药材好，药才好”。野生铁皮石斛生长在高山峻
岭、悬崖峭壁的湿润背阴之处，对光照、湿度、温度等生长环境条件的要
求十分苛刻。把铁皮石斛种在崖壁上，是仿野生环境栽培的最佳选择。

2012年，王国鑫请来攀崖高手，在崖壁上种植，让铁皮石斛回归自
然生长状态。“尽管种植成本很高，但崖壁种植完全利用了自然优势，与
野生铁皮石斛在质量上保持一致。”王国鑫说，崖壁种植的铁皮石斛鲜品
市场价每公斤达6000元以上，是同类地面栽种铁皮石斛的10倍。

近年来，王国鑫开启“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带动更多村民种
植铁皮石斛。如今，荒凉的崖壁变成村民的“宝地”。李家村后面的大
峡谷，崖壁总面积达200多亩，村民们种下了10万丛铁皮石斛，可观的
收入让他们笑得合不拢嘴。而且，在崖壁种上铁皮石斛后，裸露的岩石
铺上了厚厚一层“绿”，即使在炎炎夏季，山间也凉风习习，特别是石斛
花盛开之时，空气清香景色美，吸引了不少游客。李家村的村民说起

“王师傅”，个个都竖起大拇指。

顶着“北大毕业、美国留学”光环的王胜地，并不忌讳人们把他的职业
说成是生产尿布的。“很多人误以为纸尿裤是个低门槛行业，其实这是一
个与科技紧密相关的产品。发明纸尿裤的起因是为了解决航天员的如
厕问题，一片小小的纸尿裤涵盖了材料学、人体工程学、医学等诸多领
域。”在山东临邑刚刚建成的亚洲最大纸尿裤单体生产基地里，王胜地说。

谈起创业初衷，王胜地回忆说，2014年他在美国完成学业准备回
国时，国内的亲朋好友纷纷要求他代购美国奶粉和纸尿裤，这让他很震
惊。当他提着大包小包的奶粉和纸尿裤在机场排队托运时，更让他备
受羞辱。“一个大老爷们儿，从包里掏出大包小包的纸尿裤让人检查，旁
边一圈老外围着窃窃私语，当时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王胜地说，
多年钻研高分子化学的他，决定创立专门生产纸尿裤的科技公司。

2015年1月份，王胜地回国创办了“爸爸的选择科技有限公司”。
由于纸尿裤的设计和生产周期太长，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爸爸的选
择”无法受到投资者青睐。

“哪有‘爸爸’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扼杀在襁褓之中的？”
万般无奈之下，王胜地选择了“卖房创业”，他将位于北京二环边的唯一
一栋房子卖了，与合伙人一起筹集了创业的第一笔资金。

“纸尿裤等日用消费品代表一个国家的基础制造水平，绝不能等闲
视之。”为了体验纸尿裤在小便后不更换、一直包牢是什么感觉，王胜地
亲自披挂上阵。“传统材料吸水性差，宝宝皮肤娇嫩，在不透气、潮湿的
环境下，很容易生皮疹和引发炎症。另外，纸尿裤有松紧绷带，宝宝长
期使用不仅对皮肤不好，而且还会使大腿、小屁股等部位血液循环不
畅，必须开发出新的替代材料。”为了让中国宝宝用到柔软透气的纸尿
裤，王胜地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成立了卷福实验室，尝试原材料300余
种，平均单次打样使用片料超过40万片，碎料堆积得像小山一样。最
终，他开发出了13种新结构纸尿裤，获得7项专利，纸尿裤的高分子吸
水性在原有基础上提升了30%，厚度则控制在1.5mm以内，腰部松紧
也符合人体力学设计。近年来，王胜地把近五成的经费用在了产品研
发上，他注重立足全球资源，与顶级科技机构合作，吸收最先进的科研
成果，设立了包括日本神户实验室在内的3所海内外研发中心。如今，

“爸爸的选择”纸尿裤年销售额已突破3亿元。前不久，王胜地的纸尿
裤开始打入美国市场。

“现在，中国日化行业急需一批像华为那样的企业，以重振民族品
牌的雄风。纸尿裤只是我的起点，我的目标是创造一个进入世界500
强的中国日化企业。”对于未来，王胜地充满信心。

王胜地：

目标进入 500 强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本版编辑 许跃芝

王国鑫在培育基地查看铁皮石斛生长情况 王轶辰摄

用生命守护万家灯火
——追记国家电网甘肃积石山供电公司吹麻滩供电所所长马进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2018年8月2日，天还没亮，几乎
一夜没有合眼的马进伟从办公室的简
易床上起来。

马进伟是国家电网甘肃积石山县
供电公司吹麻滩供电所所长，由于连
续多日遭受强降雨袭击，积石山县多
处电网因遭受重创出现不同程度的倒
杆断线险情，为了抢险救灾保障供电，
他已经接连一周吃住在办公室了。

“尕护林变0.4千伏低压线路被滑
坡的树打断，今晚无法供电。”晚8点左
右，忙了一天的马进伟在微信朋友圈
匆忙发出这句话后，就带领同事赶赴
抢修现场。4个小时后，他不幸倒在了
抢险救灾保供电的一线，年仅46岁。

那一天，他成为倒在抗
洪一线的“保电英雄”

时间回到8月2日那天，连续下了
一周多的强降雨使积石山县到处都是
从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浆。一大早，马进
伟就和同事们背着望远镜、抢修工具
器具，顾不上鞋子裤腿被泥水淹没，深
一脚浅一脚地沿着线路巡视抢修。

“我们这里十年九旱，年平均降雨
量不到600毫米，可那一天的降雨就
达到了200毫米。”吹麻滩供电所职工
安绪正回忆，他们从早晨一直巡视到
下午3点多，马进伟没顾上吃一口东
西，要不是突降的大暴雨阻挡了前行
的脚步，他肯定还会往更远的线路巡
视。哪个基杆坑被雨水冲毁了、哪个
拉线松动了、哪个基杆塔倾斜倒塌了、
哪条电线开裂断档了，他都一一用手
机拍下照片，并详细记录在随身携带
的工作本上。

冒着大雨回到供电所后，马进伟和
同事们开始抓紧统计各条线路的隐患
和缺陷。暴雨引发了县内多处大面积
洪涝灾害，多条高压线路因暴雨停运，
整个供电公司的抢修电话响个不停。

19时57分，接到报修电话的马进
伟立即带人赶往尕护林，与同事们一起
将断线倒杆的前线电源切断，供电所的
微信群中不时传出他指挥抢险的喊声。
23时17分，正在组织抢修的马进伟接到
后阳洼自然村村干部打来的电杆倾斜报
修电话，他又立刻带领同事安绪正、马
永煜两人赶到后阳洼自然村。

雨夜里，马进伟3人在村干部的指
引下，前往河道旁电线杆倾斜处查
看。走到距离电线杆不到5米处时，河
床边的路基和道路两旁的民房围墙突
然倒塌，原已倾斜的电线杆也迅速倒
下压在了房屋废墟上。此时，走在前
面的马进伟和两名村干部瞬间坠入塌
陷的地面下，不见踪影。

安绪正和马永煜被突如其来的情
况吓蒙了，他们一边给公司领导打电
话，一边打着手电筒在河道里寻找。
很快，他们和及时赶到的同事、武警消

防官兵在河道中先后救出两名村干
部，并及时送到了医院救治，但马进伟
仍然杳无音讯……

直到8月3日凌晨0时10分左右，
大家才发现马进伟被倒塌的水泥墙压
在下面，十几个人奋力将水泥板抬起
拉出了马进伟，迅速送到县医院。当
日凌晨1时5分，医生宣布马进伟抢救
无效，不幸因公殉职，年仅46岁。这位
基层共产党员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抗洪救灾的一线。

马进伟的同事们至今都不敢相
信，他们信任的马所长抛下热爱的工
作和亲爱的工友们离去了。他们将马
进伟生前的安全帽从现场的泥浆中取
回放到他的办公室里，每天将马进伟
的办公室打扫得一尘不染，一遍遍点
开微信群听他最后一句语音“后沟现
场……”

在积石山县电力公司的公告栏
里，马进伟的照片还贴在光荣榜上，他
被评为2017年度优秀共产党员、劳动
模范。之后的十几天里，积石山县救
灾现场再也见不到马进伟的身影，但
他的同事们仍强忍着悲痛，继续坚守
在抢险救灾保供电的一线……

过去一年，他是带领后
进变先进的“神奇所长”

“多难的事，到马所长手里都有办
法。”一个多月来，吹麻滩供电所副所长
肖新华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往事，“以
前大家只是觉得他能干，现在细细一
想，他的办法其实就是用心去做。”

2017年3月份，为了提升县城区
域的供电服务水平，积石山县供电公
司将马进伟调到了吹麻滩供电所。“让
马进伟来，就是看中他能挑担子。”
积石山县供电公司党支部书记杨晓霖
说，吹麻滩供电所管理着县城及周边
用户运维的10千伏线路，长度达52公

里，工作人员只有19名，各项考核常年
在积石山县供电公司和临夏州供电公
司排名中垫底。

马进伟上任后，仅用了一个季度，
吹麻滩供电所就进入临夏州65个供电
所考核排名前10位，并连续4个季度
拿到临夏州供电公司的“创优奖”。

在基层供电所的考核中，电费回
收率、客户投诉率、线路跳闸率和线损
率是最重要的几个指标。“以前我们只
是给客户打电话、发短信提示缴费，对
线路的巡检也是按照常规操作，所以
考核成绩不好。”肖新华回忆说，马进伟
来后带着大家挨家挨户拜访大客户，
面对面交流沟通，使电费回收率实现
了100%，“一有时间，他便带领工友们
上线路巡视，以前最多时一个月就有
七八次停电检修，现在因为巡检及时，
平均一个月最多只有一次停电”。

除了认真做好供电抢修、营销服务
工作外，马进伟还创新开展了“互动式”
服务重要客户、“保姆式”服务农村客
户、“亲情式”服务困难家庭等，主动与
客户建立微信群保持沟通和联系，平时
在群里发布服务信息，让群众对电力职
工的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前几天，肖新华将马进伟之前建
立的几个客户微信群重新管理起来，

“用马所长耐心细致的方式服务群众，
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27年里，他是群众最信
任的“电保姆”

在积石山县城里，提起马进伟，大
家都会竖起大拇指。从1991年参加
工作至今，他一直工作在电力行业的
最前沿，留给当地百姓和同事的最深
印象，是他对工作的执着与敬业。

“社区里凡是有用电方面的诉求，
马进伟总是随叫随到，从不摆架子、耍
态度，不管白天夜晚，有事打电话从不

推辞。”吹麻滩镇滨河社区党支部书记
马登文一说起马进伟便唏嘘不已，“普
通用户家里的电器、灯泡坏了，只要找
他，他就会来帮忙维修。”

工作27年来，从抄表工、安全员到
配电运维能手，马进伟常年扎根一线，
他所工作过的变电所电费回收率均为
100%。

今年以来，积石山县城实施道路
改造，供电线路需要随之调整。为了
保证施工进度，马进伟跑遍了所有施
工点。“7月份是道路改造施工最密集
的时候，马所长每天跑工地脚都磨出
了泡，后来因脚掌发炎肿胀，鞋都套不
上，他就穿着一双凉鞋，一瘸一拐地奔
波在抢修现场。”想起这些，肖新华的眼
圈红了，“这样的好领导、好大哥，就是
我最敬佩的人。”

马进伟之前工作过的银川供电所
距离县城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他忙起来
经常顾不上回家。妻子本想着他调到
县城工作后，可以多帮忙照顾照顾家，
没想到因为县城客户多，反而更忙了。
尽管家与供电所只有一街之隔，但马进
伟几天几夜吃住在所里是家常便饭。

8月2日下午，由于一直奔波在抢
修一线，马进伟已经好几天没吃一顿
囫囵饭了。很多天没有回家的马进伟
给妻子打电话，说晚上想回家吃一碗
面片。没想到，妻子做好面片一直等
到深夜，等来的却是马进伟因公殉职
的噩耗……

“在暴洪灾害和生死考验面前，用
宝贵生命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8月5日，中共临夏州委发出了

《关于向马进伟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
全州共产党员学习马进伟心系群众、
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牢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急群众之所
急、想群众之所想，实实在在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解难事……”

①①

②②

③③

上图 马进
伟与同事夜间在
暴 雨 中 抢 修 线
路。

下图 马进
伟工作照。

徐华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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