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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巾 帼 茶 王 ”扶 贫 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兴贵高兴贵

虽已入秋，但河南信阳市罗山县
灵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桃园万亩茶
叶基地里却仍是满眼青翠，几十个村
民正在茶园里忙碌着。

“我们都是茶园附近村子里的村
民，每天在山上栽茶树苗，一个月下
来能有几千元的收入。”罗山县周党
镇桃园村村民刘志芳说，有活干，有
钱挣，大伙儿都跟着“巾帼茶王”干，

“如今，跟着茶王已干了20多年”。
刘志芳所说的“巾帼茶王”，正是

“全国十佳农民”、罗山县灵山茶业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钱晓玲。多年来，

她通过开荒种茶，带领农民脱贫致富
的故事远近闻名……

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信阳市罗
山县周党镇提起钱晓玲，很多人都会
竖起大拇指，她的“金玲制衣厂”红红
火火，很多乡亲们都在她的制衣厂里
打工，慢慢过上了好日子。

1997 年 3 月份，钱晓玲患上了
急性胰腺炎。那些年，制衣厂关闭
了，钱晓玲又断断续续做了胰腺、肝、
胆、阑尾等5次大大小小的手术。与
病痛的较量没有让这个坚强的女人
退缩，可当她得知乡亲们因制衣厂关
闭而失业，生活陷入困难时，她却抑
制不住满腹的心酸，暗暗下定决心：
既然自己得到了“重生”，那就要带领
乡亲们再向贫困宣战。

2000 年，钱晓玲开始把目光聚
焦在茶产业上。信阳素有“中国茶都”
之美誉，拥有 2000 多年的产茶历
史，品牌地域有优势、政府还重视，钱
晓玲敏锐地意识到，发展茶产业，正
当其时。2001年 3月份，罗山县灵山
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17 年
弹指一挥间，现在这家公司已经成长
为“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
南省十佳科技创新单位”……

而不管公司做多大，钱晓玲一直
没忘记自己的初心——让乡亲们早
点过上好日子。17年来，她帮助乡亲
们脱贫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止：流转
了8万亩荒山荒坡，成千上万的农户
有了租金收入。其中，流转92户贫困
户的荒山1080亩，年支付租金25万
余元；实行“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的生产管理模式，成立专业合作
社，农户以茶园入股、参与分红，合作
社负责经营管理，2200 多农户成为
社员，年增收超过 600 万元；公司每
年可为当地群众提供2400余个就业
岗位。

租金、股金、薪金、现金……这看
得见、摸得着的真金白银让老百姓得
到了真正实惠。而技术上的无私帮扶，
更是让他们增强了自我发展的本领。

钱晓玲介绍，公司免费对茶农尤
其是贫困户实施技能培训，先后组织
茶叶生产、农作物种植、畜牧养殖等
各类农业技术培训 19 期，累计培训
群众 1800 余人次，其中精准识别的
贫困户 420 人次。通过培训并在实
践中练兵，让越来越多的农户掌握了
种茶炒茶技术，成为拥有一技之长的
技术工人。

49岁的朱楼村贫困户黄义超长
期在外面打零工，一年到头仅有微薄
的收入。有一年他的妻子生了场大
病，为了看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
下债务。无奈之下，老黄回到老家，
边在灵山茶业公司打工挣钱边照顾
妻子。看老黄踏实能干，而且很有天
赋，钱晓玲派他到浙江大学茶学系学
习深造，在成功拿到了浙大茶学系的
毕业证书后，黄义超成为了公司的炒
茶骨干。很快就有茶企向黄义超抛
来了高薪的橄榄枝，要挖他走，他果
断拒绝，“没有钱总哪有我老黄的今
天，我就跟着她干了”！在灵山公司
结对帮扶的 819 户贫困户中，已有
219 户通过精神帮扶，辅以其他帮
扶，拔掉了“穷根子”。

灵山公司帮扶的贫困户分布在
周党、莽张、潘新 3 个镇 15 个村，这
些村大多基础设施较差，不能满足群
众生产生活需要。为改变这一状况，
灵山公司出资帮助贫困村修建了公
路、水利等基础设施，推进整村脱贫，
目前已修建改造公路 28 公里、整修
小型水库 11 座、水塘 40 余口，群众
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情满旅途暖人心
本报记者 齐 慧

2018 年 4 月份，内蒙古东胜东火车站刚刚开通运营，呼和浩特火
车站“峻屹爱心服务队”队长李峻屹就主动请缨，要在离家100多公里
的东胜东站续写爱人孙奇（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创先争优”优秀
共产党员，2013年病逝）“再为旅客服务一次”的心愿。

上任伊始，正值暑运高温、客流倍增，李峻屹一头扎进东胜东站就几
乎没回过家。他身兼多职，加班加点健全制度、精心筹建峻屹爱心服务队，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让优质的服务在悠扬的马头琴声中迎接四方来宾。

2014年，在李峻屹的倡议下，由28名新入路复退军人组成了“峻屹
爱心服务队”。李峻屹不仅是总指挥，更是队员们公认的“拼命三郎”，每
天7时至22时是李峻屹固定的在岗时间，爱心服务队刚组建时，他连续
20多天每天超强度工作15个小时。即使累倒住进医院，他仍然每天与
服务队同事电话沟通十几次，了解服务队的情况，遇到难事时还要出谋
划策。

“我们就是要成为一支时刻冲在前、随时打硬仗的队伍，这是我们
对旅客的承诺，也是我对孙奇的承诺。”每天一接班，他们就从旅客的年
龄、步态、携带物品、有无陪同等方面，细心观察每一位进入候车厅的旅
客，并在第一时间通知服务队队员对重点旅客帮扶。“这样可以淡化旅
客寻求帮助的感觉，拉近与旅客的距离。”李峻屹说。在持续不断帮扶
中，李峻屹学会了细心观察旅客、了解旅客所思所想，掌握了在服务病
重旅客时如何安慰、打气。从身背行动不便的老大爷进站，到护送行李
繁重的蒙古族老人上车，再到公布自己的手机号与600多名重点旅客
长期联系……他为残疾旅客作拐杖，为盲人旅客当眼睛，一名老人甚至
称李峻屹为“铁路儿子”。

“我在火车站买票时，见列车时刻表宣传单后面附着‘峻屹爱心服
务队’的预约方式，没想到一预约就有回复……”候车室内，李女士向身
边旅客们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并对车站的暖心服务赞不绝口。李峻屹
的日记中，记录着很多类似平凡而又洋溢着温暖的小故事。“我们的服
务让旅客感到满意和温馨，这是我和全体队员的快乐。”“峻屹爱心服务
队”成立 4年多来，累计帮扶旅客近万人次，收到锦旗 30余面，表扬信
上百封，表扬意见近千条，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等称号。

工作近 20年，李峻屹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客运服务“专家”，旅
客的一个表情、动作，他就能心领神会。李峻屹先后获得全国职业道德
建设先进个人、全国2017年春运“情满旅途”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
道德模范、中国铁路总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铁路火车头奖章、“中国
好人”等荣誉。

金秋九月，新疆博湖县农牧民民间文化进景区——塔温觉肯乡专
场活动启动仪式上，在板胡、二胡和琵琶等乐器伴奏下，一名维吾尔族
青年演唱的秦腔《宝莲灯》选段，赢得阵阵掌声。

演唱者名叫吾拉木江·力提甫，是博湖县塔温觉肯乡副乡长、哈尔
恩根村第一书记。“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看到周围的叔叔、阿姨们在唱
秦腔，感觉它的调子唱出来特别有劲，有点像维吾尔族传统艺术木卡姆
的曲调，听过忘不掉。”吾拉木江从小就在心底种下了“秦腔梦”的种子。

此后由于学业和工作繁忙，吾拉木江一直以来只作为票友，关注并
欣赏秦腔，没有深入学习。2014年初，塔温觉肯乡在各村成立了农家
戏院，乡亲们的秦腔调子又唤醒了吾拉木江的“秦腔梦”，他再次萌生了
学唱秦腔的念头。仅喜欢不行，要有人教，到哪拜师呢？热心的村民向
吾拉木江推荐了姚炳江。

年过七旬的姚炳江，是当地公认的农家戏院“台柱子”。“秦腔确实
比较难学，但只要肯付出，就一定能学会。”知道吾拉木江要拜自己为
师，姚炳江非常高兴。“您只要肯教我，我就一定能学会，我有信心。”师
徒俩人达成了约定。

吾拉木江从最基本的学起，一步一个脚印。“要培养节奏感，学会拖
腔换气。”姚炳江很喜欢这个上进的徒弟，时常上门教学。“唱只是秦腔
的一部分，还有动作，要学会走步、手势、甩袖子、转圈、翘指瞪眼睛等，
只有这样，唱得才有灵气，别人才愿意听。”师傅教得仔细，徒弟学得
认真。

吾拉木江学得非常刻苦，经常摇头摇到头晕，摆手、抖手等动作重
复练习上千次，有时累得连筷子都拿不住。经过半年的学习，吾拉木江
学会了《辕门斩子》《金沙滩》等唱腔。当年，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举
办的秦腔大赛上，吾拉木江获得了唯一的“最佳人气奖”，开始在当地崭
露头角。

去年初，吾拉木江受邀到乌鲁木齐参加才艺展示。“祖籍陕西韩城
县，杏花村中有家园，姐弟姻缘生了变，堂上滴血蒙屈冤……”凭借《三
滴血》选段，吾拉木江的表演惊艳全场。新疆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季莲认
为，吾拉木江学唱秦腔，不仅是传承传统艺术，也拉近了村民间的情感，
是贯彻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
互帮助的具体行动。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吾拉木江还带了 2 名维吾尔族徒弟。师徒 3
人不仅在“乡村舞台”表演，还把汉语相声翻译成维吾尔语、把维吾尔语
小品翻译成汉语演出，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

“我们通过农家戏院这个载体，发挥像吾拉木江这样的草根艺人的
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塔温觉肯乡党委书
记刘宏说，如今的塔温觉肯乡，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已成为常态，村
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亲。

维吾尔族青年的秦腔缘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郭 城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图为“峻屹爱心服务队”正在热情为重点旅客服务。（资料图片）

南开大学教授周其林：

最爱的身份是教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牛 瑾

“在大学，同学们要培养独立精
神和科学精神。要学会独立思考，凡
事有自己的见解，不盲从盲信，不人
云亦云；要以科学态度看待评价问
题，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说假话。”日
前，在南开大学 2018 级本科新生开
学典礼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
学化学学院教授周其林作为教师代
表这样寄语新生。

周其林获得过诸多荣誉：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2018年度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
学奖。面对荣誉，周其林淡定从
容。“我首先是一名教师，也永远是
一名教师。”他说，“没有什么比和
我的学生一起探索未知更幸福、更
快乐的事了”。

安静地做响当当的学问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让中国
学子一片欢腾。当时，周其林还是南
京农村一名普通的回乡知青，耕田、
除草、收割是他每天的生活。得知恢
复高考的消息，他重新拾起荒废已久
的学业，于第二年参加高考。最终，
21 岁的周其林考取了兰州大学，成
为化学系的一名学生。

从农田到课桌，学习机会来之不
易，周其林万般珍惜。临近毕业，已
明确未来的人生方向——从事有机
化学的基础研究。此后的十几年，周
其林在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获得博士学位，并先后赴德国、瑞士、
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9年，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一职，周其林来到南开大
学任教。南开大学有机化学实力强、
根底深，加之学风严谨，为周其林安
静地做学问提供了良好环境。也因
为一直有颗“安静做学问”的心，周其
林的成果才是响当当的。

周其林带领的课题组主要从事
金属催化的有机合成反应、不对称催
化、手性药物合成等研究。创造和发
展精准、高效的合成方法与技术是当
前合成化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因具有
高效、原子经济性的特点，不对称催
化已成为合成化学关注的焦点，并为
社会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手性物质。手
性催化剂是不对称催化的关键，它决
定反应的效率和选择性。在过去的研
究中，虽然已出现许多手性催化剂，
但真正对多种反应都有效的所谓“优
势手性催化剂”仍是凤毛麟角。

周其林潜心十余年，设计发展了
一类全新的手性螺环配体骨架结构，
从这类骨架结构出发，合成了系列手
性螺环配体和催化剂，共计数百个。
手性螺环催化剂对多种合成反应有
着很高的催化效率和选择性，是名副
其实的“优势手性催化剂”。这些催
化剂被国内外同行称为“周氏催化
剂”，已经成为南开化学的标志性成
果之一。同时，也成为合成化学中一

个不可或缺的工具，被全球 40 多个
研究组借鉴使用，还被多家制药公司
用于手性药物的生产。

在周其林看来，化学之美在于严
谨和创造，通过化学，人们可以尽情
畅想未知世界的无限可能。为了更
广袤的未知，为了让世界更美好，他
不会停下探索的脚步。

不忘初心培养栋梁之材

勤奋、平和，是学生们对周其林
最深刻的印象。从教多年，他不止一
次对同事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在高
校里做基础研究的最大意义是什
么？周其林的答案是，教育学生，将
他们培养成栋梁之材，这是高校科研
的根本，也是教师的“初心”。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周其林发
展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特色教育教学
方法。

从到南开之日起，周其林就承担
了《有机立体化学》《当代化学前沿》
等课程的讲授。其中，《当代化学前
沿》是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新生一入校
就要学习的课程。在周其林看来，这
是前沿课程，也是基础课程，“要让学
生们在大一就知道科研是怎么回事
儿，越早接触科研对他们今后发展越
有好处”。所以，课堂上，他先是通过
大班教学让学生了解前沿课题，再要
求学生从能源、环境、催化、材料等方
向确定兴趣点，查找资料后小班讲解
讨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尽可能在课堂增加互动环节，
将学生提问的多少和回答问题的水
平计入平时成绩，以此激励学生们的
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科研素质。渐
渐地，周其林的课在学生中大受欢
迎，真正想学知识的学生多了，想混
学分的学生少了。

除了互动性强，在南开大学，周
其林课题组的开放性也是众人皆知
的。无论本科、硕士或博士，只要对
他的研究方向感兴趣，都可以到他的

实验室里体验。“我没有理由不接受
他们，他们只是实验少了些，我帮他
们补上就是了。”周其林说，“化学是
一门非常迷人的学科，我要做的，就
是花上一点时间、一点精力，为学生
们打开创造世界的大门”。

课题组每周开一次组会，学生们
偶尔会请假，周其林却从不缺席；有
时出差回来，一下飞机就拎着箱子往
学校赶。他觉得，组会不是简单的工
作汇报，能帮助学生及时整理数据、
梳理思路、解决问题，是重要的课
堂。他还总是要求在场的本科生尽
量往前排坐，坐在他能看到的地方，
为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培养良好的科
学素养奠定了基础。

检验教学成果最好的方法是审
视其门下学生的素质。2003级哲学
系学生宋颂大三时转到化学系，研究
生阶段进入周其林课题组，如今已经
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名副教授；
课题组的大门还曾向2011年从北京
大学医学部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的陈
勇敞开，2014年，陈勇在周其林指导
下完成硕士论文并赴奥地利攻读博
士学位。周其林培养的学生中有多
人获得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和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入选国家高
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
划。周其林觉得，这是他最宝贵的
财富。

坚守原则树立良师榜样

人在一生中会面对很多诱惑，但
只要守住“初心”，就不会迷失自我。
周其林不忘自己的“初心”，一直做一
个踏实严谨的人。

“周老师的实验选题标准从不是
‘好发论文’，而是‘国家需要’。”
2014 级直博生李茂霖告诉记者，周
老师经常告诫他们，做实验要负责
任，万一数据有错，小到对科研细节、
大到对人类发展，都会产生严重的后

果。
“直到我也成为一名教师，才理

解了周老师的良苦用心。”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教授朱守非说。朱守非从
2000 年读研开始进入周其林课题
组，直到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从进入
课题组之初，他就发现导师发表的文
章数量并不是很多。“在大咖云集、同
行文章不断的情况下，周老师仍然守
住不为发文章而发文章的原则，这份
定力，为后学之人树立了榜样！”

在南开大学化学学院2017级硕
士研究生王宸眼中，周其林是位“规
则意识”很强的导师。王宸自 2018
年初进入课题组，此后半年都在反复
进行实验的操作规程训练，只因为周
其林要求学生们“遵循规则，练好手
艺”。“周老师做人做事都非常守规
则。”王宸介绍，比如课题组仪器出现
故障，周其林会要求学生按照流程报
送相关部门检修，而不是“打个招呼”

“说句话”，寻求便利。
“如果制度存在漏洞，我们要积

极反应共同完善制度，而不是在制度
之外使用‘特权’。”这是周其林常常
告诫学生们的话。他是这样说的，自
然也是这样做的。他办公室的椅子
一用就是七八年，应邀去外地讲座把
主办方安排的“特等座”换成“二等
座”……这些小事其实不小，被学生们
看在眼里，也会立志成为更好的人。

“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我希望
学生们既具有科学精神，也具有人文
素养。”这样的“良苦用心”，周其林从
未在学生面前提及，只是带着大家一
起去“实验”。他会定期安排一些放
松的活动，看京剧、歌剧，听交响乐，
调节学生的生活，目的就是让他们成
为更好的人。

有人曾经问周其林，每天做这么
多细碎的工作，累吗？值得吗？周其
林笑笑，说出的还是那句话：“我首先
是一名教师，也永远是一名教师。没
有什么比和我的学生一起探索未知
更幸福、更快乐的事了。”

周
其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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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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