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毒民警许玲：
在岗23年
为禁毒宣教奔走

成都西三环外的成飞大道旁，去年年底
建成的青羊区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
3月7日一大早，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禁
毒大队民警许玲就到了基地，本周末有一批
禁毒小志愿者来基地参观学习，她提前来预
演一遍流程，做到万无一失。

2001 年入警开始从事禁毒工作，23 年的
时间一晃而过。在现在的禁毒宣传教育岗位
上，许玲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宣传禁毒知识，构
建“老中青少”四级志愿服务体系。“我很热爱
自己的岗位，希望通过我的工作，让更多人参
与到禁毒中来，让大家远离毒品。”她说。

“大家对禁毒工作最直观的印象应该来
自影视作品中抓捕的现场，而宣教工作面对
的是全民全域，体现的是预防为先的理念。”
许玲说，进学校、进社区⋯⋯针对不同人群，
把毒品的危害，把如何防毒拒毒的知识、理念
传递给他们。

2021 年两年下沉期满，许玲主动要求留
在了基层，继续为禁毒宣教奔走。

责任编辑：方芳 编辑：漆长新 王辉 联系电话：028-86611442（夜间） 美术编辑：鄢涛

今天是第114个“三八”国际妇女
节。绽放“她”力量，书写新荣光。近日，
成都多人获得全国、四川省三八红旗标
兵（手）称号，5个单位获得四川省三八红
旗集体称号。

巾帼不让须眉。从农业科技工作者
到创业女性，从艺术馆长到非遗传承人，
从苗圃工程师到品牌总监，⋯⋯从一座
城到一个家，“她们”在工作、生活中有着
不同的身份与角色，举手投足间，散发着
优雅知性的独立自信，或是言谈举止中，
透露着洒脱干练的飒爽英姿，“她”力量
在新时代绽放着璀璨光彩。

“她”的力量，不可限量。这些奋斗
在科技创新、城市建设、乡村振兴、家庭
工作、妇女维权等各项事业、各条战线上
的女性，始终以其独特的专注、坚韧、创
新、慧雅，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成为时代
的奋斗者、追梦人。她们的故事不一定
轰轰烈烈，却温暖而振奋人心。

“她”大显身手

在上个月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西部巾
帼科技创新大赛上，全球200名女博士

“带项目、带技术、带资本”参赛，致力于
打通巾帼科技成果就近就地产业转化通
道。去年，实施蓉城女性优秀人才雏鹰
计划，新建3个市级女科技工作者服务
站，开展12场女性科创人才互访交流服
务活动，产业建圈强链凝聚巾帼之力、汇
集巾帼之智；在“非遗”主题第四届成都
国际女性艺术季、2场蓉城巾帼创意集
市、10期蓉城女性文创空间公益活动
中，成都女性如玫瑰一样热烈，芳香四
溢，服务世界文创名城、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

在成都市第二届“指尖的爱·四寻”
系列活动中，培树赋能100名乡村巾帼
致富带头人，带动广大妇女丰富公园城
市的乡村表达。为了让每一朵铿锵玫瑰
都能向着阳光自如生长，线上线下女大
学生专场招聘活动如火如荼开展，帮助
农村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创建“全国巾帼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美丽庭院”巾
帼示范村⋯⋯市妇联在乡村沃野播撒

“她”希望，推动区域协同联动发展。

“她”弘扬美德

用臂膀撑起半边天，千万个坚守岗
位的“她”投身于家庭教育和妇女维权
中。

为充分发挥女性在家庭建设中的独
特优势，2023年，成都评选出“清正廉洁”

“绿色洁美”“孝爱和乐”“亲善教子”“勤
俭自强”“扶贫助困”“爱岗敬业”“重义守
信”“书香文明”“移风易俗”10类100户

“最美家庭”，传播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和
现代家庭文明新风，感召更多的家庭与
新时代同频共振。“天府好家风”“榜样家
风润蓉城”“家风咏流传”系列活动纷纷
开展，大力弘扬廉洁家风、红色家风等优
良家风。通过第五届家庭教育讲坛、19
场伴你成长特色课程、35期“蓉城幸福
家·教子有方”心理健康融媒体节目，蓉
城女性走进家长学校，在学习中不断成
长，助力家庭幸福美满，推动完善家校社
协同育人机制，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呈现
出新风貌。

回应妇女关切，当好妇女群众的“娘
家人”。成都市实施“妇女儿童维权强基
行动计划”，建强维权队伍、阵地；4000余
场线上线下普法活动广泛开展，保障女
性权益的步伐更加坚实；蓉城女性在平
安成都建设、社会治理中，施展才华、贡
献智慧，彰显“她”担当。

的力量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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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住院总医师熊文艺：
一周6天24小时待命
救治孩子再辛苦也值得

一个上下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排
柜子，这个由办公室改造成的小小宿舍，是未
来一周熊文艺临时的“家”。作为成都市第七
人民医院儿科住院总医师（简称“住院总”），
她将在医院“驻扎”6天。

一周休一天，连续一个月住在医院 24 小
时待命，“住院总”的岗位在医院里是出了名
的累。第二次站在这个岗位的熊文艺依旧神
经紧绷。“上岗”当天，她就经历了一场惊心动
魄的抢救。3 月 4 日晚 11 点，电话响了，“熊
医生有急诊。”掀开还没焐热的被子，熊文艺
跳下床，飞奔出门。“1 岁儿童，误食高锰酸
钾，口腔、舌头已出现糜烂。”误食腐蚀性物质
不能直接洗胃。当机立断，她决定先用牛奶
代替水，暂时将高腐蚀物与孩子的消化道隔
开。症状暂时缓解，考虑到情况的复杂性，熊
文艺建议将孩子送去更高级别的医院。

去年妇女节，病房里的小朋友送了熊文
艺一枝花，那一瞬间她觉得再辛苦也值得。“希
望我能继续为患者的健康和幸福贡献力量。”

全国三八红旗手王伶俐：
巾帼“新农人”
一人掌管7000多亩地

外卖骑手徐先兰：
当外卖员
也有出彩人生

“我是成都最早一批外卖骑手，再过
几个月就满 9 年了。我准备干到 57 岁退
休。”外卖骑手徐先兰说。3 月 7 日 19 时
许，徐先兰结束了一天的外卖配送工作，
和记者聊起了她与外卖、与成都的故事。

徐先兰来自重庆的乡村，早先在成都
送报纸，这也让她对成都的大街小巷非常
熟悉，后来成为成都最早一批外卖员。徐
先兰很自豪地告诉记者，当年一同转行当
外卖骑手的同事，都先后离职了，只剩她
一人还坚守在岗位。

她说，外卖骑手风里来雨里去，无论
再大的太阳、再大的雨、再冷的天气，都要
跑起来，身边不少外卖骑手都觉着辛苦，
做着做着都转行了，但自己一直在坚持。

凭着吃苦耐劳和乐观坚韧，如今的徐
先兰早已在成都安了家。去年，她还受邀
去了北京，参加美团10周年的庆典活动，这
些辛勤付出后的收获，让她觉得不管在什
么样的岗位，都要努力去创造出彩的人生。

燃气安全员唐钦：
用“小身板”守护“大块头”
让烟火成都更有“底气”

一边是身高不到 1.6 米，穿 S 码工装都显
大的“小身板”，一边是高度近 30 米，储气量
达 5000 立方米的“大块头”。这看似违和的
画面，就是唐钦的工作日常。

作为成都燃气管网分公司第三储配站仅
有的一名女安全员，唐钦管理着成都最大的

“气球”，也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安全稳定用气。
唐钦所在的第三储配站有四座 5000 立

方米的球形高压燃气储罐，最大储气量可以
达到 24 万立方米，是成都燃气的重要储配设
施。昨天上午 9 点过，唐钦像往常一样，携带
检测设备奔波于场站的各个角落。

唐钦今年 36 岁，已经从事燃气服务工作
13 年，一直工作在场站一线。在第三储配站
的 15 名工作人员里，她是唯一的女性。安全
员的工作涉及巡检、维修、调压、记录等，纷繁
复杂，对体力、精力要求较高，熬夜值守也是
经常的事情。唐钦说，自己的工作看似平淡
无奇，实际上意义重大，“能为守护千家万户
的幸福生活出一分力，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消防员王晨：
克服恐惧
冲在火场一线我很自豪

博物馆执行馆长张群英：
严谨专注
呈现有思想有意义的展览

3月5日下午，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博
物馆迎来了人流小高峰，一旁的休息区寄
存了不少行李箱。“打造成都文艺事业的
重要打卡点，这是建馆初期的一个小愿
景，如今看来，我们做到了。”带记者逛完
展区后，看着不少观展者正驻足拍照，成
都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执行馆长
张群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策划一次艺术展，过程是漫长且复
杂的。从主题构思讨论到遴选不同艺术
家的作品，每一个细节都需要保持专注和
严谨的态度，层层把关，最终才能呈现给
观展者一场有思想、有意义的展览。”张群
英坦言，作为亚洲九大创意村之一，也是
国家二级博物馆，如今，博物馆坚持引进
大量优秀的国内外艺术家的个展，让成都
本土文化与国际更好地碰撞接轨，已累计
举办百余场展览。“这些展览加强了成都
与国际艺术界的高端交流，并在大众审美
教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穿上防护服走近火海时，真的很害怕，但
是为了完成任务，再怕也要上。”王晨回忆起自
己以前一线经历时的真实想法。

3月7日，记者在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见
到了正在工作的王晨，今年是她在消防队过
的第16个妇女节。

“以前我只是觉得消防员灭火救人的样
子很酷，所以就产生了参加消防的想法。”王
晨告诉记者，在如愿成为消防员后，她发现并
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记得有次到火灾现场
时，大火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即使穿上防护
服也能感受到热量，但我们必须到现场进行
取证。”她表示，既然做了这份职业，那就要克
服害怕，“当时大家都在外面等我们把证据带
出去，就算害怕也要上，这就是我的职责所
在。”

“我的岗位涉及执法工作，平常跟法律法
规打交道，对我的要求是有担当和严肃、严
谨，这就是我平常工作的状态。但在生活中，
我还是有轻松、柔美的一面。”王晨表示。

由于发烧导致听力受损，王亚宜小时
候经常听不清别人的讲话。“当医生告诉
我无法康复时，我一度无法接受，直到 35
岁才开始戴上助听器。”如今面对记者采
访，王亚宜侃侃而谈，此时的她已从川大
毕业，现任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
长，同时也是“无声有甜”蛋糕店创始人。

4年前，王亚宜决定发起“无声有甜”公
益助残项目，选择将创业的落脚点放在烘
焙行业，发起成立了无声餐饮社会企业。

“取名‘无声有甜’，是因为我想让大家了
解，听障人士虽然听不到，但一样可以生产
出美味的蛋糕。”我国有 2000 多万听障人
士，在王亚宜看来，与一些残疾人相比，自
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无疑是幸运的。“我开店的意义，也是为了
给他们提供更多帮助。”日前，王亚宜被授
予 2023 年度“四川省三八红旗手”称号，她
告诉记者，“只有直面困境，接受自己的不
完美，才能拥有自洽的人生。”

省三八红旗手王亚宜：
无声的世界中
把助残事业干得有声有色

惊蛰已过，沉寂一冬的田野逐渐热闹
起来。前几天刚捧回“全国三八红旗手称
号”，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职业经理人王伶
俐可是一刻也没有闲着。刚看完育秧田块
的翻耕，就来到小麦田里进行病虫害防治。

昨日，当记者见到王伶俐时，她正熟
练地操作着无人机喷洒农药，不一会儿工
夫，就完成了好几个田块小麦的防治工
作。“这样一套无人机设备，每天大概能植
保小麦 200 亩，合作社一共有好几台。去
年 6800 余亩小麦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够完
成病虫害防治。”王伶俐告诉记者，从业 10
年，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用科技实现了现
代化种田。

在王伶俐的倡导下，合作社先后引进
了植保机、大型喷雾机。2020年，合作社引
进了大田北斗系统，将北斗导航系统安装
到插秧机上，让插秧机实现了精准作业。
在科技农业的加持下，从育秧、插秧、施肥、
植保、收割、运输、烘干，全过程实现了农业
科技化。6500 多亩土地在最忙的时候，田
间也只有二十来人。几年下来，王伶俐管
理的土地翻了几倍，今年达到了7000多亩。

记者问：“女孩子干这项工作累吗？”
王伶俐目视前方，满脸骄傲地说：“苦和累

都有，但丰收的时候很有成就感！”
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新女性，王

伶俐以务实的行动激励更多妇女在农
业领域“大展拳脚”。2023 年，合作社
免费培训 896 人次，为农村妇女提供
信息、技术等服务573人次。
新的一年，王伶俐满怀期待。“在‘量’

增长的基础上，要种出更多优质高产粮，
通过有机肥替代化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
生产方式来进行粮食种植，并且通过订单
农业方式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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