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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
(记者樊永强、梅常伟、王东
明)她们是“顶起半边天”的
女代表，她们是强军路上发
挥特殊作用的女军人——— 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共有 34 名女代表。张潇、王
亚平、程诚、张明珠、王娜，来
自不同军种、不同领域，书写
着同样精彩的亮丽青春。

歼击机飞行员

张潇：新时代是成就

梦想的好时代

“强军路上，女军人作为
‘半边天’从未缺席。”在全国
人大代表、东部战区空军某
旅歼击机飞行员张潇看来，
女军人所具有的特殊优势，
比如耐心、细腻、温柔、坚韧
等特点，可以在训练和执行
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年，张潇从几十万人
中经受层层考验，最终脱颖
而出，成为中国首批 16 名歼
击机女飞行员之一。

回顾过去 5 年军队发生
的巨大变化，张潇感受最深
的是实战化训练强度和难度
的显著提高：“跨区演练、自
由空战、体系对抗已成为常
态，这在以前不可想象。”

让张潇倍感自豪的是，
她和男飞行员一样，所有的
重难点训练科目和实战化警
戒巡逻任务“一个都没有落
下”。

张潇的梦想是飞中国最
好的战斗机，包括歼— 20、
舰载机。她说，新时代是成就
梦想的好时代，“我相信今后
中国军队将会培养出更多优
秀女指挥员、女飞行员、女舰
艇长”。

航天员王亚平：期待再一次飞上太空

今年全国两会上，女航天员王亚平的身影格外引人
注目。

“能够让航天事业服务社会是我的梦想。”3 月 5 日，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前的首场代表通道上，
王亚平说，2013 年 40 分钟的太空授课令她十分难忘，
“载人航天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我愿意永远做
一名孩子心中的太空老师”。

自 2013 年太空授课后，王亚平把主要精力全都投入
到学习、训练中，全力备战中国空间站任务。

“太空环境不会因为女性而改变，太空训练也不会因
为性别而降低门槛。”面对未来更加复杂艰巨的空间站任
务，王亚平说，男航天员能够完成的飞行任务，相信女航
天员也同样能够圆满完成。

“我期待能够再次飞上太空。”王亚平告诉记者，除了
积极备战空间站任务，她对未来有一天能够登上月球也
充满期待。

仪仗大队中队长程诚：希望破解女军

人职业发展“瓶颈”

解放军仪仗大队女兵中队中队长程诚，提出了关于
拓宽女军人职业发展渠道的建议。

从一名普通女兵通过不懈奋斗成为解放军历史上首
批女仪仗队员，程诚本人就是当代优秀女军人的突出代
表。

自 2014 年初仪仗大队女兵中队成立以来，程诚带领
仪仗女兵执行了上百次外事司礼、阅兵、军事外交等任
务，每一次都出色完成。

“如何更好地为新时代强军事业‘顶起半边天’，一直
是我思考的问题。”程诚告诉记者，现实中，受值班、驻训、
婚育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困扰，女军人职业发展过程中会
普遍遇到专业领域窄、个人发展受限等“瓶颈”难题。

“优化成长平台，加强优抚优待，让女军人获得更多
提升任职能力的机会。”程诚说，“我相信，随着国防和军
队建设进入新时代，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女性投身强军
兴军第一线。”

辽宁舰士官长张明珠：由衷感受到祖

国的伟大

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让辽宁舰某部门士官长张明
珠显得更加英姿飒爽。

2011 年大学毕业后携笔从戎的她坦言自己有三个
“没想到”：到海军当兵没想到自己会被选拔上航母，上了
航母没想到自己会当上部门士官长，当了士官长更没想
到自己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谈到政府工作报告，张明珠说：“看到我们身边正在
享用的高铁网络、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等等，都写入了政
府工作报告，我由衷地感受到祖国的伟大。”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
展，张明珠有着切身体会。

去年，在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前夕，辽宁舰访问香
港。成千上万香港市民上舰参观时所表现出的强烈爱国
情感让张明珠尤为感动。她回忆，当时外面下着大雨，也
丝毫没有减弱香港同胞自发排队登上甲板的热情，“那一
刻，我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一等功臣王娜：让军人家庭解除后顾之忧

一等功臣、军事交通学院参谋王娜是连任两届的“老
代表”。上一届履职期间，她提出的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等多篇调研报告被有关部门采纳，推动了一些政策措
施落地实施。

王娜把今年调研的重点选题定在如何让两地分居的
军人家庭更好地解决后顾之忧。

“军人需要付出常人难以体会的奉献牺牲，军人的家庭
在家属就业、子女入学、两地分居等方面有许多实际困难需
要解决。”王娜呼吁，尽快建立军人家庭社会保障体系，解除
军人的后顾之忧，让军人真正成为社会尊崇的职业。

“要让每一个贫困孩子都上得起学，哪怕用我一辈子时间”

“最美洗脚妹”刘丽代表的公益梦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记者张紫赟)

在两会安徽代表团驻地宾馆见到刘丽时，她
刚打电话询问完一岁半儿子的病情，正利用
午休时间逐字逐句修改完善带来的几份建
议。面对记者的采访，眼前这位严谨的女性
习惯简短回答，但每当谈及公益，便有着说
不完的话。

出生于皖北农村的刘丽，因家境贫
寒，小学没读完便辍学去南方打工。因为

心中未竟的梦想，当她拿到打工收入，便
萌生了帮助贫困学生上学的念头。虽然在
足浴店打工的月收入只有 3000 元左右，
但刘丽还是攒下辛苦钱捐资助学，第一年
资助了 7 个，第二年 20 个。她还组建爱
心 QQ 群，号召善良网友们一起做公益，

被网友称为“最美洗脚妹”。
2014 年，刘丽回到合肥，联合社会公

益人士创办了“刘丽足浴”，公司每年拿

25% 的利润来做慈善。如今“刘丽足浴”在
安徽有 4 家分店，已帮助上千人次的孩子。

店内技师张宁认为，刘丽改变了自己的
一生，“小到与客户沟通，大到职业规划，她
一点一滴地教我们，还带着员工去广州等大
城市学习，开阔眼界。业余时间，一起去探望
敬老院、社区老人，为他们免费按摩足疗。”

令刘丽牵挂的不仅是自家员工，作为
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她一直在履职路上做

好农民工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今年两
会，她还带来了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性教
育普及工作的建议。

“努力奋斗，才会梦想成真。”刘丽说，
自己一直有个梦想，想回老家颍上县建一
所希望小学，“14 岁辍学离开老家时，我一
路走一路哭，那时就想，要让每一个贫困
孩子都上得起学。我一定会努力去做，哪
怕用一辈子时间。”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记者汪军、施
雨岑)头上戴着银饰，身穿苗族服装，贵州
代表团驻地的电梯、餐厅、会议室里，她总
有很高的“回头率”。

“您是今年年纪最小的代表吧？”“您这
么小的年纪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了！”她总
能引来人们的惊叹和赞赏。

她就是来自贵州省赤水市大同镇民族
村的“90 后”苗族村民杨昌芹，身为全国人
大代表的她，现在是赤水市牵手竹艺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一缕竹丝配备一双巧手，
精美竹编让人赞不绝口。

“我在两会代表通道展示的茶杯，外套
就是我自己做的竹编。”她指着茶杯，向记

者介绍。
2007 年，杨昌芹作为贵州印江民族职

业学校的 10 名学生代表之一，到赤水学习
竹编工艺。学习结束后，杨昌芹主动留下
来，跟随贵州竹编工艺创始人、贵州省竹编
工艺美术大师陈文兰深入学习平面竹编技
艺。

从此，杨昌芹就在赤水扎下了根，也在
这里收获了爱情。

“过去我们印象中的竹编，就是家中日
常用的背篓、筛子等竹制品，而细细研究起
来才发现，这是工序复杂的精美艺术品。”
从杨昌芹的话里，能感觉到她的热爱。

有着“竹子之乡”美誉的赤水，现有竹

林面积 131 万亩，种植竹子是当地农民增
收渠道之一。采伐的竹子，要经过刮青、破
竹、拉丝等多道工序，才能拿来制作竹编。
“赤水竹编”是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杨昌芹是省级传承人。

她说，很多年轻人对传统手艺不太感
兴趣，如果没人传承，真的觉得很遗憾、很
可惜。

在赤水这片红色土地上，超 80% 的森
林覆盖率和丹霞地貌，让旅游产业越发红
火。竹编作为赤水特色工艺品，市场需求不
断增大。经过杨昌芹在当地发掘和培养，不
少村民靠着竹编，“旅游饭”越吃越香，日子
越过越富足。

在杨昌芹的公司，目前有固定工人 20
多名，其中 80% 是当地留守妇女。随着电
商发展，她的产品逐步“触网”。目前，带动
300 多村民在家中实现“来料加工”。

经过简单培训后，大同村村民袁兴明
在自己家中给杨昌芹上了两年“班”。“把样
品和材料送到他家中，做成竹编成品我们
再收回，一个月可以挣 2000 多块钱，在家
不出门就可以做，不算太费力。”杨昌芹
说。

当果盘、花瓶、书柜、椅子等物件“穿
上”竹编，她们的气质就变了。杨昌芹想着，
未来不但要让更多人知道“竹编之美”，还
要让更多当地村民保护传承这门工艺。

“90 后”代表杨昌芹：“编”出竹乡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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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曼代表：在农村“种”下一种信仰
让家乡变成我们愿意待、能养活我们、能养老的地方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邱冰清)带着村民
养羊、鱼、火鸡，同时提供饲料、技术、养殖
培训、销售等配套服务，“85 后”全国人大
代表鲁曼创立的江苏天和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吸收周边 100 多户农户加入，客户遍
布一线沿海城市，这是鲁曼以前怎么也不
敢想的。

2009 年大学毕业的鲁曼被徐工集团
录用，年薪 10 万元。一次陪丈夫廖正军回
乡过年的经历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两
人看准机会辞去城市里的工作，回到廖正
军的家乡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高作镇陈甲
村，尝试养殖火鸡。刚开始创业时，拉着几
百斤的火鸡挨个酒店去推销是常有的事。

随着鲁曼的火鸡养殖规模逐渐扩大，
她开始尝试在网上销售火鸡，“天和生态农
业网”应势而生。经过多年探索，鲁曼的公
司形成了“线下生态循环种养，线上电子商
务销售”的经营模式，“天和生态农业网”也
扩展成了“乡旮旯商城”。在她的带领下，全
国有 3700 余户农户与合作社开展合作，每
户年均收入增长 8000 元。

回农村创业的青年不多，像鲁曼两口
子这样做出成绩的比较少。当前乡村存在

人才、人力缺乏问题，“进城务工的农民在
城市生出了新一代，他们在那里有了新

‘根’。就像国槐上插桃树枝，国槐的根提供
了养分，但长出的已经是桃树了。”鲁曼说，

若是离开了人，农村的发展就会后劲不足。
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离开乡村的人

怎样才能回来？“一说到农村大家就会觉得
充满了鸡粪味和土腥味，谈到农业就认为
是乡下。”鲁曼说，要从观念上扭转大家对
农村的偏见。要在农村种下一种信仰，一
种只要大家愿意就能在农村通过奋斗实
现自己幸福的信仰，拥抱年轻人回村。

除了年轻人， 30-50 岁的中青年人
也是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很多乡镇都
曾有过红火的乡镇企业，形成了成熟的
用工队伍。鲁曼建议结合当下新兴产业
需求，围绕本村的发展强项，为这一类
群体展开相关技能培训，对他们进行
“改造升级”。

针对 30-50 岁的中青年人面临“上有
老”的问题。鲁曼建议通过在农村设立康乐
中心，为年老者提供养老服务，做到老有
所养的同时，解决村里中青年人的后顾之
忧。

“让家乡变成我们愿意待、能养活我
们、能养老的地方是我的梦想。”鲁曼说，希
望未来的农村和城市之间只有行业的不
同，没有城乡的差别。

乔进双梅代表：

“花间”绣出美丽人生

拼版图片：左图：乔进双梅（右二）在马边花间刺绣专业合作社指导其他绣娘（2 月 26 日摄）。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右上图：乔进双梅(右)和全国人大代表吉克石乌在驻地阅读彝文版的政府工作报告(3 月 6 日摄)。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右下图：乔进双梅在驻地撰写准备提交的建议(3 月 6 日摄)。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作为一名绣娘，乔进双梅是技艺精湛的“资深”刺绣专家。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乔进双梅却是名副其实
的“新人”。乔进双梅来自川西南小凉山区马边彝族自治县。让彝绣走出深山，让彝族妇女通过彝绣脱贫致富，是她长
期以来的梦想。2015 年，乔进双梅等 5 人利用自身特长和优势，成立马边县首个刺绣专业合作社——— 马边花间
刺绣，生产彝绣服饰、手绣工艺品等。马边花间刺绣专业合作社成立至今，带动周边 168 名绣娘实现居家就
业，年人均创收达 8000 元以上。这次来北京开会，乔进双梅准备了一个关于在彝族聚居区推广彝绣技艺、培训
彝绣能人的建议，希望国家对彝绣技艺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

▲鲁曼（左一）在农村调研农村妇女现状，询问她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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