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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党支部书记雷明生：

奋 斗 晓 东 节 节 高
新年来了，春节近了，游子们陆续返乡，晓东村热闹了

起来。这些天，我窝在村里新建的三层红色研学大楼，加

班加点安装空调和路灯。等一开春，游客多了，村集体经

济又可以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每天，乡亲们聚在研学大

楼聊天，不时听见有人大声用客家话感慨“村里变化真系

蛮太啊”。

变化大不大，村民说了算。

晓东村位于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涧田乡，是一个万

安、赣县、兴国三地交界的偏远山村。1931 年，红一方面军

和苏区中央局到此隐蔽休整，我们村有 100 多人参军。远

行前，谢家六兄弟在祠堂旁种下六棵桂花树，如今每

到丹桂飘香，都寄托

着 对 他 们 的 无 尽 思

念 。 2020 年 ，我 们

村 入 选 中 组 部 红

色美丽村庄建设

试 点 。 这 几 年 ，

我 们 建 村 史 馆 、

军 号 团 馆 、学 号

排馆⋯⋯让红色

文化在村里随处

可见可闻可触可感。万安县把晓东村纳入半小时交通圈，

游客进村越来越方便。2024 年来研学、参观的游客达 9.8

万人次。

1998 年，我从一名村医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当时，

村里没有一栋现浇房，不通电、不通自来水，全村与外界相

连的也只有一条狭窄险峻的羊肠小道。怎么办？怎么干？

要致富、先修路。琢磨来琢磨去，想要改变村里的落

后面貌，别无他法。先为这个偏远山村整出一条汽车道

来吧。

没有资金，村民一起凑；没有工人，老少齐上阵⋯⋯大

家一锤接着一锤凿，一担接着一担挑，只为早日实现“通车

梦”。2000 年春节，15 公里长、4 米宽的盘山路从悬崖峭壁

间凿出，村里终于通上了水泥路。这个年，村民们过得格

外有滋味。

要过好日子，还得看产业。村里耕地仅 343 亩，林地

却有 13350 亩，只能做好靠山吃山这篇文章。为了发展油

茶产业，我外出考察学习，请教专家学者，一户户做好村民

的工作，磨破了嘴皮子，走烂了好几双解放鞋。

去年是油茶的“小年”，村里 6000 余亩高产富硒油茶，

给我们带来 200 余万元的产值，带动每户村民年均增收

5000 多元。今年，漫山遍野的油茶树将迎来丰收，想着都

乐，这可是乡亲们的致富树哇！

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些年

来，我们打通“两山”转化通道，发展林下经

济，58 亩中药材基地、70 亩毛竹基地低改、175

千 瓦 光 伏 发 电 站 ⋯⋯ 致 富 项 目 一 个 接 一 个 。

2024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 25 万元。产业越

做越强，村里统一注册了“晓东红”农产品商标，建起

了消费扶贫馆，让手工红糖、鱼干、红薯干、野生蜂蜜、

红米等土特产进馆上架。你看，现在村部灯火通明，大

家都在加班，把碾好的 3000 斤富硒大米打包，马上就要送

往市里的订购商。

晓东悄悄地红，喜事一桩接一桩。大家的获得感又充

实了许多，我也不例外。去年 9 月 27 日，我有幸作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走进人民大会堂，那是无上荣耀，

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当了 26 年村党支部书记，我和村民

们有一个梦想：腰包越来越鼓、村里越来越亮堂。

村里已经谋划起 2025 年：高产油茶基地、中药材种植

基地继续扩面提效，提升产能；通过直播带货，把更多的土

特产送出大山；把红色旅游做旺，让乡亲们的生活“芝麻开

花节节高”。

（刘 兴采访整理）

建筑工人易晓琴：

一 起 拼 出 好 日 子
2025 年新年第一天，我和妹妹在湖北鄂州市鄂城区中

建三局承建的沙塘棚户区改造项目上干活。我们是一对来

自重庆的姐妹，我们都是项目上的架子工，干这行已经 20 多

年了。

清晨刚出宿舍门，冷风直往脖颈里钻，好在工地上供有热

乎乎的粥汤，刚一下肚就暖起来了。身子暖了就放开干，男人

们三两下便攀上脚手架，扛起 6 米长的钢管，找到合适的位置

利索地安上扣件，拧紧螺丝，不一会一根横管就已稳稳架起。

我们姐妹俩则负责递工具和材料，眼睛盯着手上的动作，预判

他们的需求，只要他们一伸手，便能迅速将扳手、扣件及时送

达。我们配合十分默契，工友们都说，我们干起活来从不

含糊。

临近中午，一起打了下班卡。工人食堂开了空调暖气，有

卤鸭腿、红烧鸡块、香辣土豆片⋯⋯足足有五荤五素。

两年前，我们两口子和妹妹两口子经老乡介绍双双来到

鄂州，平时就住工地夫妻房，宿舍装了空调，白天上工还有热

水凉茶喝，工作生活都挺舒心。前几天，公司组织我们建筑工

人去参观了亚洲最大的货运机场——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

场。我们现在干的这个项目鄂州沙塘安置社区，就是服务于

花湖机场和鄂州市临空经济区在建的最大民生项目，建成后

能安置差不多 3 万居民。能用自己的双手，为大家建设新家

园，我们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我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项目上每年都安排体检，隔三岔

五还有维权法律咨询、技能比武等，虽然自己文化程度不高，

但是感觉自己一直在进步。这半个月，我们有幸和新式“轻型

住宅造楼机”并肩作战，说出去都感觉自己很牛！

这片繁忙的工地上，吊臂起落、机械轰鸣，新年的声音就

是混凝土搅拌机声。无数像我和妹妹一样的建设者，都在为

梦想拼搏。今年，我和爱人想再加把劲，把新房子装修了，让

婆婆住进来，我自己还想学习一门操作技术，给家人带来更多

生活保障。

（柳 洁 董庆森采访整理）

创业者吴丹妮

：

坚定信心闯市场
新年到来前，我们品牌和国外某

知名大学下属学院合作的创新设计大

赛落下帷幕。年轻的孩子们组成跨学

科团队，运用人工智能工具设计出花

色与款式，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创

意很快就会出现在线下门店里。

创 业 这 条 路 ，我 已 经 走 了 快 15

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回国后，我从

事了多年金融投资工作，接触到很多

创业者，他们创造了许多我们身边耳

熟能详的国货女装品牌。14 年前，我

辞去工作，创办了女装品牌 tanni，正

式成为一名创业者。

创业很难，决定“下海”时，不少亲

友并不赞同，他们认为服装零售行业

竞争太激烈了，我的学历背景和工作

履历，完全可以拥有更好的职业规划，

何必一头扎进这个领域吃这个苦？

很多人问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其

实想法很简单：我们国家市场巨大，有

完备的供应链，我相信实体经济巨大

的潜力和中国品牌的力量。我想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尝试让中国服装品牌

有更高附加值，大大方方地走向“微笑

曲线”的两端。

关键是，怎么做？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们明晰

了自己的路径——印花赛道。我们将

色彩鲜艳、风格浓烈的印花设计作为

品牌最大的特色，希望消费者在逛街

时看到中国也有这样的原创品牌：活

泼亮丽，自信十足。

从 2011 年开第一家门店起，我们

时常面临店铺调整：闭店或开新店。起初每撤一家店都觉得心如刀

割，因为每家店都是亲手建起来的，然后没过两三年，因为种种原因

要搬，觉得特别难受。后来时间久了，才明白这都是创业路上必经的

过程。品牌的成长难免有起伏甚至困境，但只要找准定位，坚持下

去，就会慢慢地成长起来，要懂得快与慢的辩证法。

有人问我，坚持做印花 14 年，节奏是不是太慢了，有没有考虑过

改变？这个问题我也经常在思考，是不是该换，是不是该调，是不是

该变？变或不变，这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风格上，我们选择

坚持。

每年，出一款原创花色我们就注册一款，与国内外艺术家、插画

师、知名设计工作室合作，将原创设计的花型申请美术作品著作权登

记，目前登记著作权的花型有 1000 余款。知识产权，是原创女装品

牌发展的底气和市场良性竞争的基础。

为了保持产品的新鲜感和竞争力，我们加强线上线下渠道融合，

及时响应市场趋势与消费者需求变化，但绝不盲从所谓国际流行趋

势。花色设计的美学基础，正越来越多地结合中国元素。

这几年新中式服饰的流行，是中国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印

证。tanni 作为一个以花色见长的品牌，尝试将东方美学元素与现代

时尚设计相结合。青花瓷系列，“红楼”系列，生肖系列，云纹、莲花、

龙凤⋯⋯传统文化之美通过风格独特的印花，带来一个永不褪色的

繁花世界。

在创业上，我也选择了坚持。坚持的同时，我们一直在寻求创新

和突破。过去一年，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走进了时尚行业，且开

始参与创意的核心环节。我们和高校合作，就是希望年轻人以我们

品牌为案例，开发创意时尚零售新体验。这不仅是一场创意的比拼，

更是一次对未来时尚的探索。

常有年轻的毕业生来问我零售该怎么做，实体该怎么做。对此，

我想说的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每个充

满活力的民族品牌，都是一抹亮色，照亮每个

追梦人。

（徐 达采访整理）

让花卉产业在北京乡村的地头绽放，是我一直以来的

梦想。

我的内心一直有个“园林梦”。大学时，我在北京林业大学

学的是园林专业，我喜欢园林。

毕业后，我一度在地产公司工作。2020 年，我来到大兴庞

各庄成立大兴花卉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转型做“护花使

者”，正式踏上实现梦想的旅程。

传统花卉交易链条多、层层加价，加上高房租、高人工，不

仅花农赚不到钱，消费者也不得不面对高花价。此外，花卉市

场在美丽的背后，存在脏乱差等问题。如何让北京的消费者买

花方便又便宜，花农也能多挣钱？我想打通这条流通链。

2023 年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 2185.8 万人。面对如此庞

大的消费市场，花卉市场的数量远远不足。打造花卉集聚园

区，集聚交易、养护、物流产业链，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用专业

力量减少损耗，不失为实现“花农多赚点，消费者实惠多一

点”的路径。

我带着想法来到大兴庞各庄镇，花卉集聚园区很快得到当

地支持。花卉产业不仅可以解决当地群众就业，还能带动旅

游。说干就干，位于庞各庄镇域东黑垡村，一个总占地 158 亩

的花卉基地很快就建成了。

基地有了，我却发现，这几年不少花卉行业从业者要么离

开北京，要么转行做其他行业了。为了让花卉种植户进入园

区，我们团队打造龟背竹、鹿角蕨等网红植物专区，引入直播、

社交媒体推广手段；通过与高校合作，为高校课题研究成果提

供展示销售平台；我们还开通养花知识视频号，服务好花卉爱

好者。慢慢地，知道基地的人多了，基地也越来越火了。

这几年，我先后投入了 800 万元左右，目前还没有实现盈

利，好在园区的人气逐渐旺起来。截至 2024 年年底，园区驻场

率达到 50%。

新的一年，我希望做三件事情：一是构建花卉大数据平

台，完善商品信息、花卉交易订单、商户运营，以此了解市场

消费动向，指导花农种植，用数字化与智能化推动花卉产业

发展；二是做强花卉种业创新，依托北京林业大学技术优势，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尤其是在种质资源收集与保护、自

主知识产权新品种选育、国际流行新品种引进推广等方面取

得突破。

三是推动“绿色进家庭”。社交媒体上，我看到不少年轻人

忙碌之余通过拥抱大树减压，或是通过“公园 20 分钟”开启一

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其实，在家里就可以创造出一方小天

地。帮助更多人打造阳台花园，是“绿色进家庭”项目推进的重

要内容。亲近植物体会生命的变化与成长，能够更深地感受四

季变迁，捕捉晨昏转化，在平淡的日常中品味生命的绚烂和

多彩。

2025 年，我要继续逐梦前行，这个梦里有花园城市、花园

乡村、花园家庭，花朵在梦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徐晓燕采访整理）

新农人马庆磊：

鲜 花 开 满 千 万 家

2025 年，一起为梦想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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