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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贾新伟
本报通讯员 肖蕾

说起“80后”潘书芳，在于集镇乃至
整个度假区，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可是，这个人们口中的“女强人”，却着实
有些“奇怪”。

一奇：专招妇女员工

多年前，曾在青岛市韩资企业工作
的潘书芳，因结婚生子，回到于集老家。
2006年，孩子尚小，她靠仅有的1.2万元，
带着 5 个小姐妹做起了毛绒工艺品生
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

“2011 年，贷款 300 多万元建厂房；
第二年，正式成立聊城市欣苒工艺有限
公司……”回想起走过来的路，她感慨万
千。

出身农村的潘书芳，对农村妇女的
情况颇为了解：家中有老人孩子需要
照顾，日常开销不算小，但出远门打工
又不方便。所以，她一直在思考如何
让更多农村姐妹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
庭。

时光如梭，伴随着近20年努力打拼，
潘书芳的公司也从 6 个人发展到 400 多
人，产品“订单式”销往国内外。公司也

从1个厂区发展到4个厂区。
“我们的员工基本上都是各厂区附

近的农村妇女。”潘书芳说。

二奇：技术“大拿”站C位

除了于集镇驻地的总厂，潘书芳公
司的3个分厂，分别位于于集镇王庙村、
高新区许营镇、阳谷县石佛镇。

从地域上看，分厂比较分散。当记
者疑惑于她如何管理时，潘书芳笑着揭
开了谜底：“三个分厂的法人不是我。”

3个分厂法人绍书静、刘彦军、潘婷
婷，原为总厂的技术“大拿”，是潘书芳手
把手一点一点教出来的。她们技术上成
熟了，也逐渐有了管理经验，潘书芳就慢
慢地扶持她们带队伍、管理分厂。

“我给她们分出20%的利润来，用于
日常管理、激励员工。”潘书芳说，这样员
工们得到了实惠，工作积极性也更高了。

“这种带有‘合作’性质的方式，也让
分工更加科学了。”潘书芳接着说，公司
统一负责原料采购、订单销售，分厂专门
负责生产加工。

这种思路，源于潘书芳经常挂在嘴
边上的一句话：“我现在的成绩离不开
员工们的付出，我就得帮助她们实现成
长、获得幸福……”

三奇：可以带着老人来上班

12 月 8 日 9 时，天气晴朗却气温较
低。欣苒工艺车间内，78岁的宋金兰坐
着马扎，正把缝好的玩具外皮一个个翻
过来。

“我闺女也在这个公司里干活。”一
聊起来，宋金兰乐得合不拢嘴，“闺女孝
顺，经常过来照顾我，可又得打工挣钱。
书芳听说后，就直接让闺女带着我一块
儿过来‘上班’了，一天还给发二三十块
钱补助。想给外孙买点好吃的，手头上
也有钱了……”

宋金兰老人是于集镇邢村人。她闺
女叫邢凤霞，嫁到了本村，从2006年开始
就在潘书芳的公司里工作，每月工资四
五千元，公司统一交保险。如今，母亲和
自己在一块儿工作，她直言心里很踏实。

在总厂，像宋金兰老人这样跟着闺女
或儿媳一起工作的，有20多人。中午公
司为她们提供饭菜。天冷了，每天车间内
的空调在老人到达之前就打开了……

就业扶贫40多人，为学校捐建“希望
图书角”，响应政策帮村子提升基建……
生于斯、长于斯的潘书芳，对父老乡亲，
有着最原始朴素的真挚感情：“我只想让
父老乡亲的日子更好些……”

潘书芳：女强人有“三奇”

从回村创业致富，到为更多农村
群众提供就业平台，多年来，潘书芳
完成了从脱贫攻坚带头人到乡村振
兴领头雁的角色转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关键在干。乡村振兴，需要许许多
多像潘书芳这样的带头人。他们有
着较强的能力本领、敏锐的市场意
识、扎实的工作作风，更有着深厚的
为民情怀。正是这些热爱农村、扎
根农村的带头人，切实发挥领头雁
作用，才能在农村谱写乡村振兴新
华章。

“大家的生意大家一块儿做。”
潘书芳这样说。乡村振兴带头人把
分享、付出作为一种责任、一种追
求，在广阔农村发展，依靠农民，组
织带动农民，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共同建设美好农
村，真正做到乡村振兴为农民而
兴。相信，有了他们的带领，乡村全
面振兴的目标一定能早日实现。

■ 本报记者 夏旭光 郭绍隆

10月23日，记者上午采访完海北高原
现代生态畜牧业科技试验示范园，中午简
单吃顿拉面，就迅速驱车赶往海拔3300米
的海北州刚察县，去刚察县寄宿制小学采
访来自莘县的援青教师任风霞。

路上，经过曾在地图上“消失”30 多
年、而今著名的金银滩。金银滩在青海湖
北岸，每逢盛夏便盛开金露梅和银露梅，
风景如画，令人心驰神往，这里曾因王洛
宾创作的那首风靡海内外的歌曲《在那遥
远的地方》而闻名遐迩。

这里也是昔日神秘莫测、守卫森严的
原子城。如今，经历多轮修缮焕发新生，
形成包括国营二二一厂旧址各分厂、青海
原子城纪念馆、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
在内的“两弹一星”精神传承基地，成为四
海宾客向往的红色旅游胜地。

一路上，远山白雪皑皑，成群藏羊和
牦牛遍布原野……刚察这座悠久历史文
化和多民族交融汇聚的高原海滨藏城，拥
有着绝美的自然风光。

走进刚察县寄宿制小学，校内墙壁上
画满了民族团结、学生运动等主题的墙
绘；教学楼走廊，“爱我中华”主题绘画展
览格外醒目。

2022年9月，任风霞带着家乡父老的
殷切希望与嘱托，满怀为刚察教育事业奉
献的坚定信念和热忱，踏上了援青支教之
路。初到刚察，心慌、气短、失眠、头痛等
高原反应考验着她，但看着孩子们渴望知
识的清澈眼睛，她咬牙闯过一道道难关，
积极投身于教学工作中。

“我来了以后，教 3 到 6 年级的美术
课。一开始我就发现，孩子们对美术的兴
趣不大、基础很薄弱，必须从最基本的内容
讲起。”任风霞告诉记者，到刚察后，她惊讶
地了解到学校以前没有专业美术老师，美
术课都是由其他学科老师兼职上的。她便
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
趣。一次周末散步途中，她发现路边有很
多好看的石头。于是就给学生们布置了一
个任务——收集鹅卵石，并在课上让孩子
们根据石头的造型进行想象设计，上了一
堂卵石动物造型课。就这样，在她的引导

下，孩子们学习美术的兴趣大大提升。
除此之外，任风霞还积极开展送教下

乡活动，通过培训提升美术老师的教学能
力；并通过美术讲座讲解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分享少儿美术书籍。

“一年的援青时间过得很快。2023年
暑假，孩子们经常跟我联系，说老师你回
来继续教我们吧。”任风霞说，她觉得孩子
的基础刚刚打好、兴趣刚刚提上来，不能
就此放弃，于是又主动报名，再次踏上了
援青之路。

“今年，儿子该上小学了，我做通了孩
子爷爷奶奶的工作，把孩子接过来上
学，能更好地照顾他的学习和生活。”再次
来到自己挚爱的教育热土，任风霞一如既
往地坚守着“选择了援青就选择了吃苦，
选择了援青就选择了奉献”的初心和“俯
首为牛心不改，献身如烛志难移”的使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任风霞的精心教导
下，学生们的美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在
海北州举办的艺术展演活动中，学校派出3
名学生参加，获得两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
奖。“这是我们学校在美术方面取得的最好

成绩，我非常骄傲。”任风霞自豪地说。
“三年的援青支教生活，让我不仅突

破了身体的极限，在思想上、教学水平上
也有了质的提升。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一名让学生喜爱、
让学校放心、让家长信任的老师。”任风霞
坚定地说。

任风霞的携子入青支教，如一束微
光、一片绿叶，把爱和希望带给了刚察的
学子们。

在海拔 3300 多米的高原，什么最珍
贵？是氧气。在聊城援青教师的眼中，教
育就是刚察孩子们的“氧气”，是刚察县乡
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和希望。

据了解，自聊城市启动教育人才援青
工作以来，已先后组织60余名教师赴刚察
县开展援青支教工作，纵使两地相隔千
里，海拔相差百倍，但从未改变援青教师
们“三尺讲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和使命。

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友情，通过一双
双援助之手，促进了刚察教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

携子入青支教 以爱育人润心
——从“繁森”到“繁星”主题采访团青藏行采访日志③

12月8日，周公河湿地公园斑斓多彩，阳光下，金黄的树叶和碧绿的河水相映成趣，犹如一幅精美的油画，令人心旷神怡。
近年来，我市不断改善区域水体水质，恢复受损河道两岸的生态环境，城市人居环境实现有效提升。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本报讯（记者 张洁 通讯员 赵凯 李莹） 近期，国网山东省电
力公司高唐县供电公司积极备战迎峰度冬，多措并举守护民生温度，
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为确保辖区居民和重要客户迎峰度冬期间用电无忧，该公司提
前制定保供方案，深入剖析电网现状、找准薄弱环节，对辖区内的配
电线路和设备开展全面检查和维护，对重载线路和重载设备进行测
荷、测温，及时掌握线路设备运行状况。重点巡视检查老旧线路和设
备开关，对存在缺陷的线路设备及时进行更换维修。建立应急响应
机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

“我们对130余条10kv供电线路进行隐患集中排查、治理，通过
带电作业，在客户零感知的情况下完成消缺工作，并及时发现和处置
安全隐患。”高唐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刘金博介绍。

与此同时，该公司积极组织各服务队深入重点社区、村庄，开展
冬季用电宣传活动，通过走访、发放宣传册、短信等方式，向居民宣传
安全用电注意事项，提高安全用电意识。建立健全“双网融合”服务
机制，利用微信网格群等渠道，及时回应居民用电诉求，为居民提供
便捷高效的供电服务。

高唐

为电网“强筋健骨”

本报讯（记者 苑莘）记者12月9日从莘县了解到，该县加快补
齐城市建成区排水设施短板，不断推进宜居城市建设，今年改造城市
雨污合流水管网37.4公里，全面完成雨污合流管网清零目标。

今年，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积极做好项目谋划，争取资金保障。
制定建设改造目标、项目清单和分年度建设改造计划，全面做好项目
谋划；同时加强与县发改局、行政审批服务局和县财政局沟通联络和
配合，积极争取国家重大项目库项目资金，为项目建设做好资金保
障。为确保项目按照计划顺利推进，定期到施工现场进行调研，督促
施工企业按照“工作要提速、操作要规范、质量要保证”的总体要求，
全力以赴加快工程建设。改造完成后污水不再直接排入河道，城市
的水环境会得到极大改善，排水能力也将得到较大提升，城市安全韧
性会大幅提高。

在做好雨污分流管道改造的同时，莘县健全水体治理长效机制，
严格落实截污控源措施，杜绝排水管网溢水污染河道问题。该县加
强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管，开展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提高中水利用
率。此外，加大河道治理“齐抓共管”的宣传教育力度，以提高公众的
环保意识和参与度。目前，该县城区俎店渠、安庄沟和蒋庄沟等河道
水体水质稳定达标，河面干净整洁、无异味，河道两岸生机盎然。

莘县

改造雨污分流管道37.4公里

近日，媒体报道，河南驻马店17岁职业中专学生郑红旭参加全国
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并获得三等奖，被五六家企业抢着录用，并开出了
七八千元的月薪，引起网友的关注。

郑红旭出生在农村，从小就对机械、电器感兴趣。中考时因10分
之差，他与心仪的高中失之交臂。不顾家人反对，郑红旭毅然选择了
职业学校，就读自己喜欢的新能源技术专业。在学校里，他苦练技
能，尽管手臂和双手遍布刮伤、烫伤等伤痕，但他始终相信，只要努
力，技工也可以一样优秀。

学习一门技术对于个人发展和职业生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技
能是立身之本，也是就业之基。技能人才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各地高度重视职业技术教
育，出台了一系列夯实技能人才培养基础的政策举措，构建以行业企
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技能人才
培育工作体系，推动地方技能人才实现高质量发展。

需要看到，高技能人才更容易在就业市场脱颖而出。面对岗位
变换，具备技能的人往往更能快速调整，找到新出路，获得更多机会。

想让技能人才闯出一番“新天地”，各方应发挥合力，磨砺技能
人才的“硬本领”。学生们应像郑红旭那样坚定信念，勤学苦练、深
入钻研，用智慧和双手彰显劳动者的力量和荣光，用执着和专注展
现工匠的技艺和风采；学校应当牢牢把握职业教育正确办学方向，
立足地方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深化产教融合，探索更多工学结合、
校企联合育人新模式，培养出懂技术会创新的高技能人才；企业应
当搭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建立技能人才
库，提升人岗匹配度，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让更多技能人才施展拳
脚、实现梦想。

一技之长就是金饭碗
■ 刘学

本报讯（记者 姬翔）12月5日，聊城市2024年度第二批中医类
别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开班仪式举行。本次培训是本年度第二次组织
的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也是第一次面向基层村卫生室中医医
师开展的转岗培训，来自各县（市、区）的190余名基层中医医师参加。
本次培训时间为1年，分理论培训、临床培训、基层实践三个阶段。

开展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转岗培训是推进全市中医药人才培养“杏
林工程”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聊城市乡村医生综合能力全覆盖
培训三年行动的重要体现。市卫生健康委将充分发挥市、县中医药适
宜技术推广中心作用，借助各级中医院优质教学资源和师资力量，将
培训范围扩大到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利用远程会诊中心平台或网
上培训资源，提高培训成效。同时，督促各培训基地不断优化培训课
程内容，完善培训方式，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加强对教学过程管理和全
程质量控制，确保培训质量。

据介绍，自2020年以来，我市已连续4次组织500余人参加中医
类别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其中，141人通过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的结业
考核，120人待考核，240余人正在培训。

我市启动2024年度第二批
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乡村振兴需要这样的带头人

记者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