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
级中学校长张桂梅，总是佝偻着瘦弱
的身子第一个到教学楼为学生点灯
巡楼；夜深了，直到学生们都已入睡，
她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简陋的学
生宿舍……华坪女高建校14年来，
张桂梅像一盏燃不尽的油灯，用其对
教育的执着、对学生的关爱，帮助
2000 多名大山女孩“圆梦”大学
校园。

张桂梅的名字，如今已是家喻户
晓。但她每天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小
喇叭不离手，督促学生起床、学习、睡
觉，用行动践行着她在“七一勋章”颁
授仪式上许下的承诺：“只要还有一
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
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

沿着华坪县城边的狮山南巷往
坡上走，红黄色的大铁门上，挂着“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标语，这便是

全国第一所全免
费女子高中——
华坪女子高中，
也是一所为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而
创办的学校。

谈起创办女
高的初衷，张桂
梅最初的想法就
是 报 恩 。 1996
年，中年丧夫的
张桂梅，从大理
调 到 华 坪 县 教
书，或许是受心
情影响，身处异

乡的她重病缠身。在张桂梅最艰难
的时候，是当地党委政府、学校师生
和社会各界向她伸出援手，纷纷为她
捐款治病，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劫后重生的张桂梅，决定回报华
坪这片热土。教学工作之余，她经常
去县城的养老院做义工。2001年，
她出任刚成立的华坪儿童之家福利
院院长，没有儿女的她把所有的母爱
都献给了儿童之家的孩子们。

在这期间，张桂梅也第一次深刻
了解到许多贫困家庭的女孩儿无法
上学的现实困境。“一些女孩读着读
着书就嫁人了，实在太可惜了。”

这样的场景深深刺痛了张桂
梅。在她看来，只有接受教育才有可
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于是，张桂
梅暗下决心，“要办一所免费的女子
高中，帮助山里的女孩子。”为了筹集
办学资金，她想尽了办法，也遭到不

少质疑，但她从未放弃。
直到2007年，张桂梅当选党的十

七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时，一篇《我有
一个梦想》的报道，把她办女高的梦想
传播开。随后，在省、市、县各级党委的
支持和社会各界的捐助下，张桂梅的办
学梦想最终实现。2008年8月，华坪女
高正式建成；9月1日，首批94名贫困
女孩走进了女子高中的校园；至今，女
高已接收了2000多名女生，一本上线
率连续多年保持在40%以上，高考成绩
综合排名位居丽江市第一。

多年来，作为党员的张桂梅，始终
坚持将红色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工作全
过程。她制定了唱红色歌曲、忆红色历
史、读红色著作等教育教学方针，坚持
每周开展包括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唱一
支革命经典歌曲等“五个一”党性教育
活动，用红色文化引领教育、培养学生
不畏艰辛、吃苦耐劳的品格，引导学生
铭记党恩、回报社会。

生活上，张桂梅也始终保持着一名
党员艰苦朴素、淡泊名利的本色。有
时，一个馒头就是她的早饭，一碗面条
就是她的午餐或晚餐。一条洗得褪色
的牛仔裤、一件老气的花衬衫、一双旧
旧的黑皮鞋、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是
她多年的“行头”。但她却对自己的学
生十分慷慨，把全部奖金、各界捐款和
自己大部分的工资，共计200多万元都
捐献给了教育事业。

如今的张桂梅已经65岁了，且身
患心脏病、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她行走
困难，上下楼梯都是攥紧扶手，一步步
地挪。可是每天早上5点，她都会准时
起床，第一个出现在校园里，每天至少
3次巡校、查课……

在张桂梅办公室墙上，写着这样一
段话：“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
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
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张桂梅：无私无我的“燃灯校长”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二十大代表风采

刘秀祥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习惯，
如果没有其他事务，清晨5点半，就来
到教室等待早读的学生，早早为一天
的工作做好准备。面对学生，他常常
把“要读书”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也是
当年他的老师为他埋下的种子。

刘秀祥是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望谟县实验高中党总支副书
记、副校长，是曾经“千里背母上大学”
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也是从教10
年为山区孩子守梦的“全国最美教师”。

刘秀祥出生在望谟县一个小山
村，2008 年，考上山东临沂师范学
院。他一边上学，一边照顾母亲。当
年，很多媒体报道了他的事迹，面对纷
至沓来的好心人的资助，他都拒绝了，
只接受了学校为母亲安排的住处。

他靠摆地摊、做家教、当服务生，
不仅赡养了妈妈，还资助着3个上中
学时认识的同样以捡废品为生的弟弟
妹妹，给他们每人每月 300 元生活
费。其中两人于2009年、2010年分
别考上大学，但最小的妹妹辍学了。
2012年，刘秀祥大学毕业已进入一家
企业工作，这个妹妹给他打电话说已
快要结婚。他意识到，比起没有钱读
书，更可怕的是没有梦想，他决定重回
大山，为山里孩子的心灵上播撒一粒

“要读书”的种子，帮助他们走出大山。
这一年，刘秀祥以全县历史学科

第一的成绩考上望谟县特岗教师，在
打易镇开启了三尺讲台的生涯。长期
的贫困落后，造成当地农民群众不太
重视教育，希望子女早点外出打工。
刘秀祥发起了“助学走乡村行动”，常
年骑着摩托车走村串寨，四处劝学。

特岗教师3年里，刘秀祥先后家访了
500余名学生，聊自己的经历、讲国家
对教育的重视，让一粒粒“要读书”的
种子在家长和学生的心中发芽。

2021年，李应芬毕业后回到家乡
工作，她就是刘秀祥曾经劝学和资助
过的学生。“家里当年的情况不允许我
继续读书，我多次向刘老师提出要外
出打工，但是，刘老师没让我离开学
校。有一天，刘老师兴冲冲地跑来告
诉我，有爱心人士愿意资助我和弟
弟。”李应芬说，2018年寒假，她无意
中发现这个爱心人士就是刘老师，她
泣不成声。

刘秀祥发起的乡村助学行动，至

今已有 1000多人加
入，为贫困学生牵线
解决助学金 1300多
万元，覆盖学生4200
多人。2016年以来，
在省、州、县各级教育
部门的支持下，先后
成立了刘秀祥州级名
师（劳模）工作室和省
级名师（劳模）工作
室，以工作室为依托，
实施年轻教师培养

“青蓝工程”，形成“刘
秀祥+望谟名师+州
级名师+全省及全国

名师”教师综合素质提升模式，帮助年轻
教师快速成长。10年来，刘秀祥共开展
了教师研修、学生德育教育讲座2700余
场次，从自身的经历和感悟谈起，讲教育
事业的发展，讲山区孩子的希望，讲教师
的职责和情怀……听众累计超过1000
万人。

刘秀祥把“厚德重智，德育先行”的
教育理念镌刻在工作室的墙上，用自己
的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和教育工作
者的担当。如今，这个工作室已成为贵
州德育品牌。

在刘秀祥的带动下，一大批人才回
到了望谟、留在了望谟，在大山里播撒种
子、教书育人。

刘秀祥：撒下“要读书”的种子
本报记者 黄静

“多亏了‘玫瑰姐姐’，给
我们找到好路子，让我们脱
贫致富过上了好日子。”走进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小金县达维镇冒水村，成片
的玫瑰花田从山脚铺到山
顶。村民喻富良高兴地告诉
记者，他家里的4亩地都种
上了玫瑰，现在每年收入有
7万元左右，日子越过越红
火。

喻富良口中的“玫瑰姐
姐”，正是党的二十大代表，
冒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陈望慧。

从2010年担任冒水村
村委会主任起，陈望慧带领
村民发展玫瑰产业，并辐射
带动周边13个乡镇46个村
种植高山玫瑰 15000 亩。
1058户贫困户、476户残疾人脱贫致
富，3000余户实现增收，不仅助力全
县成功摘掉“穷帽子”，还让高山玫瑰
成为小金县“五大主导产业”之一。

位于夹金山下的冒水村，曾是远
近闻名的贫困村。2010年，那时还在
经营餐饮酒店的陈望慧以高票当选村
委会主任。“选我当村主任，说明大家
都想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想富起
来。”陈望慧回忆，担任村干部后，如何

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是那段时间她心
里的头等大事。

一天，陈望慧在野猪破坏过的地
里发现，粮食被糟蹋了许多，但几窝野
生玫瑰却完好无损。

“野猪不吃玫瑰，那么我们能不能把
种粮食改成种玫瑰？”为了考察玫瑰产
业，陈望慧坐大巴、挤三轮、蹭拖拉机，先
后去了甘肃、山东、云南、上海等7个省
（市），最辛苦的时候7天跑了5个省，还

曾病倒在途中。经过多方调研，她确信，
在小金县种植玫瑰是个极具前景的致富
之路。

“但在推广初期很不顺利。”陈望
慧说，村民们都不相信种花能致富，响
应者寥寥。为打消村民们的顾虑，她
主动将自家种的粮食全部改种玫瑰，
这一举动也让村民们议论纷纷。功夫
不负有心人，陈望慧试种的70亩玫瑰
如期开花，她把收获的第一批玫瑰花
送到甘肃的加工厂，收获了10克玫瑰
精油，也得到了客户极高的评价——

“出油率高，香味好”。这一刻，陈望慧
流下激动的眼泪，既是为自己的成功，
也是为乡亲们找到了致富新门路。

在陈望慧的带动下，冒水村的玫
瑰产业开始了逐步发展——2013年，
玫瑰种植合作社成立，采取“合作社+
基地+农户+市场”的模式，鼓励村民
改种玫瑰；2014年到2015年，玫瑰市
场出现低谷，陈望慧以高于市场近
50%的价格收购玫瑰，保住了村民种
植玫瑰的积极性；2017年，陈望慧投
入3000多万元，打造的玫瑰加工厂，
不仅让近200名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
满意的工作，也让小金县的玫瑰走向
世界……

“作为一名来自民族地区、来自
农村的基层党员,能当选党的二十大
代表，我无比自豪!”陈望慧表示，
一定会认真履行好党代表的职责，充
分发挥好党代表的作用，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开好这次大会，用党的二十大
精神武装自己，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带
回高原藏寨，让这里的玫瑰花变成百
姓幸福生活的“致富花”。

陈望慧：漫山开满“致富花”
本报记者 韩冬

细致耐心地问询、检查、开方，在
诊室里，已经78岁高龄的路生梅一直
忙碌着，她一会儿是标准的京腔京韵，
一会儿是“醋溜”的陕北方言，在接连
送走两位小病人后，终于有时间向记
者讲述起了过往。

1944年1月，路生梅出生在北京
后海西沿的一座四合院里，当时正值
屋檐下的第一朵梅花在枝头绽放，就
这样，生梅这个名字陪伴了她一生。

大学毕业时，国家提倡“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
到农村去”。路生梅和其他同学一样，
义无反顾响应“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
苦的地方去”的号召，被分配到了陕西
榆林佳县人民医院。

1968年 12月，路生梅告别故乡
北京，独自踏上了西行的列车。火车
到铜川后再改乘敞篷卡车，终于到达
了偏远的佳县。

从大城市到山沟沟，睡在破旧窑
洞冰冷的土炕上，用着浑浊不堪的黄
河水，比这更不习惯的是饮食习惯。
最初在佳县的几年里，除了看病还要
参加集体劳动，路生梅每天天不亮就
去修梯田、修公路，下午收工后接着到
医院值夜班。“面对困难，我不知道哭
过多少次，但我从未退缩过。因为这
条路是自己选的，打退堂鼓不是我的
作风。”路生梅说。

有一次，路生梅走了一个多小时
的夜路才到病人家中。脸色惨白披头
散发的产妇坐在土袋子上，孩子已经
出生，一位妇女拿来一把黑乎乎的家
用剪刀，准备给孩子剪脐带。路生梅
抢过剪刀，用自带的消毒器械有条不
紊地给孩子断脐、包裹。在那个年代，
不卫生断脐经常引发新生儿破伤风，
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近乎是100%。

经历了一次次生死营救，找她看
病的老乡越来越多。一个信念变得更

加坚定：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里不就
是最艰苦的地方？这里不就是自己的

“广阔天地”？她暗下决心：“这里就是
最需要我的地方，这里的群众就是最
需要我的人。我要为佳县人民服务
50年！”

让她决心留下的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她遇到了人生的另一半，绥德
卫校毕业分配到佳县人民医院的高正
胜。“老高处处为别人着想，点滴中向
善。老高所做的事，我想每一名陕北
人都能做出来，时间长了，我真的爱上
这方水土，爱上这里的人。”

后来，曾有多次调回北京的机会，
但都被路生梅婉言拒绝。

从1961年向党组织递交第一份
入党申请书，到1984年正式加入中国
共产党，路生梅等待了23年。

儿子高佳还记得母亲入党那天的
情景：“她激动得哭了。那时我正读初

一，年龄小不理解。
现在回头想想，她一
定是认为入党才是对
她多年来工作最大的
褒奖和肯定。”

1999 年 12 月，
路生梅从佳县人民医
院副院长的岗位上光
荣退休。但是她认定
了“作为党员，为党工
作没有退休年龄；作
为医生，为病人解除
病痛也没有退休年
龄。”于是先在家里开
展义诊，随后在医院

的邀请下，每周一、三、五去义务坐诊。
“找路大夫看病，咱就感觉放心。”患者的
众口相传，使路生梅的医术和医德被越
来越多的人所熟知。退休后的23年间，
路生梅接待义诊、咨询，累计超过10万
人次。

“如果咱医院组织救援队，我要求参
加，无论奔赴哪里，无论生死，我都要求
参加……”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76岁的路生梅向党
组织递交了1万元的特殊党费和“请战
书”，要求驰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
……

近年来，路生梅先后获评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最美医生”“最美巾帼奋斗
者”、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称
号。可她对荣誉看得很淡。路生梅说，

“我就是一只拴着线的风筝，无论走到
哪儿，只要病人一拉线，我就会回到他
们身边。”

路生梅：扎根陕北五十余载
本报记者 路强 通讯员 贺亚峰

他能准确把控万分之一的精准
度，从铜镍冶炼“废渣”中同时提取8
种以上的稀贵金属。

他是仅凭溶液颜色就能准确判断
99.99%产品纯度的传奇人物，发明的

“颜色判断法”作为铂族金属精炼师的
“绝技”“绝活”，被新闻联播“大国工
匠”栏目向世界同行推广。

他主创的“镍阳极泥中铂钯铑铱
绿色高效提取技术”，解决了沿用38
年的传统工艺存在的原料适应性差、

资源利用率低、清
洁性差等技术瓶
颈，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他叫潘从明，
是坐落于戈壁滩上
的甘肃金川集团铜
业有限公司贵金属
冶炼分厂提纯工序
工序长。从一名默
默无闻的普通工
人，成长为“全国劳
模”“大国工匠”“省
级领军人才”，他走
过了不平凡的奋斗

之路，也为推动我国贵金属冶金技术
向高、精、尖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很幸运自己赶上了好时代，让
我的人生更加精彩。”潘从明说。

贵金属是精密电子、航空发动机、
燃料电池等国家战略高科技产业的关
键基础材料。我国贵金属资源储量仅
占全球的0.39%。90%的贵金属是从
废弃矿渣里提炼出来的，贵金属的提
炼需要精湛的技艺。潘从明和他的团
队就是要从堆积如山的废渣中提取铂

族贵金属。
从废渣变成液体，从液体变成贵

金属，每一种贵金属的提取要经过20
多道工序，200多个技术控制指标。

每一道工序都会让液体产生不同
的色彩变化。借助一双敏锐的眼睛，潘
从明在浑浊的液体中，观察其中微妙的
色彩变化，甄别和捕捉着贵金属分子。

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数万次的反
复试验，潘从明团队研发出了一套稳
定可靠、经济环保的新型贵金属提取
工艺，冶炼提取次数比过去缩减了一
半，颠覆了沿用30多年的传统工艺，
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020年 1月，潘从明负责的“镍
阳极泥中铂钯铑铱绿色高效提取技
术”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成
为西北五省区首位获此殊荣的一线工
人，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近12亿元。

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全
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领衔人，潘从明充分发挥工作室平台
优势，将自己“绝技、绝活”的精髓
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事和徒弟们，并
结合自己实际操作积累的经验，编纂
出30余万字的资料，作为贵金属冶
炼工培训教材，广为使用，为贵金属
产业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基础。

“我和团队赶上了激发全社会创新
活力的好时候，从一线工人成长为大国
工匠，我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潘从
明说。

潘从明：戈壁滩上的大国工匠
通讯员 王钊

在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制
成车间，有这样一个人，有人说他是
最负责的车间主任；有人说他是干工
作不要家的人；也有人说他是最爱学
习的人……他叫旦增顿珠，有着一双
聚光的眼睛，一张泛红的面庞，一个
疲惫的身影，整日在生产车间穿梭。
在同事们的眼中，他是一个十足的

“工作狂人”，干工作不要命只管往前
冲；他是家人眼中的“老犟筋”，工
作一来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要往后靠，
说不中骂不听。他工作有韧劲、有思
路、有办法、有成效，敢干能干会干
常常出彩。

到底有多“狂”呢？他连续10
年未曾休过一次假。也正是因为这股
子“狂”劲让旦增顿珠创造了很多不
可能实现的历史——2015年他创造
了公司成立以来磨机单台系统运转率
100%的历史记录，为公司节约设备
维修费100多万元；2020年，在制
成车间利用停机时间对设备工艺系统
进行了技改，美化了员工的工作环
境，降低了员工的劳动强度，提高了
运转率，6月份在保证运转率达到
98％的前提下，当月生产水泥40万
吨，再次刷新了建厂以来全月生产水
泥最高水平记录。2020年，全年生
产水泥536.96万吨，全年节约电费
700多万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
绩……

当问及干工作为什么要这么

“狂”时，旦增顿珠告诉记者，我是
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在基层干工作就
要找准工作担当的支点，解难题、攻
难关、做奉献，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岗
位带头作用。“干工作嘛，要么不
干，要干就干最好，不能有一点纰
漏，这就好比会计的账本，算错了损
失的是金钱，但产品质量不过关，失
去的是生命，失去的是良心。”旦增
顿珠笑着说。

多年的基层工作让旦增顿珠对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有
了深刻的认识。旦增
顿珠举例说，比如，
我们对待职工群众，
要用心去做，多问一
句、多想一点、多说
一遍，多管一管，多
换位思考，把群众当
成自己的亲人，用真
心换真情；对待繁琐
的工作要耐心去做，
把小事当大事来做。

“此外，作为一线管
理人员最重要的是，
关心一线员工的工作

生活，深入生产一线体会员工之辛
苦、挖掘员工之困难、解决员工之难
题，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旦增
顿珠如是说。

今年40岁的旦增顿珠，扎根基层
一干就是十余年，依然动力十足，他不
仅是指挥员，战斗员，还是协调员，哪
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靠
前指挥、站在一线的身影。

用他的话说——我热爱我的工作，
我愿意为它付出我全部的热情。

旦增顿珠：雪域高原“工作狂人”
本报记者 李元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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