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合肥 3 月 7 日电（记者徐欣
涛）218 国道新疆若羌段，54 岁的女司
机谢琳独自驾驶着长约 17 米的货车，
拉着 30 吨太阳能板在“无人区”不疾不
徐地行驶着。这条路，她一跑就是 20 多
年。大部分时间里，与她相伴的是一望无
际的戈壁滩、起伏的沙丘和苍劲的胡
杨树。
　　谢琳 10 岁时，父亲从部队转业回
乡，在安徽省宿县地区水泥厂的车队担
任货车司机。“我当时一放学就往车队
跑，和父亲以及车队的师傅们学习修车，
常常手上沾满了机油，有当‘大师傅’的
感觉。”从此，她与货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20 岁时，谢琳拿到了驾照。1995
年，她购买了一辆二手解放牌货车，在安
徽省淮北博昊物流有限公司担任货车司
机。“我在这家有约 1300 名货车司机的
公司干了 27 年，这期间只有我一名女
司机。很多客户看到我一个女司机单独
跑长途送货，都管我叫‘女侠’。”
　　 2003 年，她和二弟谢金宇一起从
长三角地区往新疆送货，没想到出师不
利。当时，他们从浙江省宁波市运送一批
洗衣机和冰箱到新疆，开到甘肃省时，因
连云港—霍尔果斯（连霍）高速公路施工

封闭，只得从用推土机在沙漠里推出来
的临时小路绕行。因道路不平，拖车与卡
车连接处断裂，冰箱和洗衣机掉落一地。

“我们只能兵分两路，我弟弟在现场看着
货物，我开了大约 80 公里才找到维修
点，花了 2 天时间把车修好返回。”她说。
　　 2005 年，二弟买车单干后，谢琳成
了一名真正的“独行女侠”。“当时，高速
都是一段一段的，在新疆大部分时间都
在走国道，有时候还要走沙漠里的路和
各种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小路。”
　　她这些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沿途的
路变宽且更平整了，运输效率提高了很
多。2014 年 12 月 31 日，曾经让谢琳吃
苦头的连霍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原来从
杭州到乌鲁木齐要 9 天，现在都走高速
的话，一个人开 4 天 4 夜就到了。”
　　她开车常走的 218 国道若羌段是
新疆道路发展的见证：这里现存一条于
1971 年投入使用的砖砌公路，在它旁边
是 2001 年改道通车的 218 国道和近 3
年通车的高速公路和格库铁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数据
显示，截至去年 9 月 30 日，新疆公路总
里程达到 21.73 万公里，高速（一级）公
路里程突破 1 万公里，所有乡镇和具备

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
　　“这 20 年，车走的路在变，车拉
的货在变，沿途的风景也在变。”谢琳
说。一开始，她拉的订单多以小家电为
主。从 2014 年开始，用于光伏发电的
太阳能板成了车上的“常客”。“新疆的
光伏电站、风力发电项目越来越多。社
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都是我亲眼所
见、能够感受到的。”她说。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数据显
示，2011 年 12 月，新疆光伏发电产
业实现“零”的突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新疆电网新能源装机容量
达到 4065.5 万千瓦。其中，光伏装机
容量为 1450.9 万千瓦，每小时发电量
可供 1.25 万户普通家庭用一年。
　　近几年，野生动物常常给谢琳的
旅途增添不期而遇的惊喜。“在南疆那
边，每跑上 10 多公里就能看到一些
动物，有时是猞猁成群‘过马路’，有时
是几只藏羚羊和我‘对视’。我只要不
下车、不鸣笛，它们即使离我很近也不
会跑。”她说，新疆在公路、铁路沿线修
建了很多野生动物通道，并设有指示
牌提醒司机注意。一幅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画卷不断展现在她驾

驶的视野中。
　　如今，谢琳的驾驶里程已达 500
多万公里，约等于绕赤道 125 圈，跑
新疆的线路占总里程的 95%。
　　“新疆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当地人
豪爽的性格和我很配。这些年，我认识
了不少新疆朋友。每次带着一身疲惫
来到新疆的时候，朋友的热情款待总
会让我重新找到活力。”谢琳说，20 年
里，她在新疆基本没住过旅馆。当地一
些朋友听说她来了，会驱车几十公里
把她接到自己家中居住。
　　今年 1 月，谢琳当选为安徽省人
大代表。她提出在安徽推广“司机之
家”的建议。在“司机之家”里有供司机
洗漱、淋浴的地方，配套有洗衣机和烘
干机，并能手机预订。她表示，“‘司机
之家’会极大改善货车司机的休息条
件，也能成为城市热情好客的名片。”
　　再过两年，谢琳就要退休了。“之
前因为条件艰苦，也萌生过改行的想
法，但发觉自己停不下来。一路上能看
到祖国大好河山一年四季的美景、能
见证新疆日新月异的变化、能结识那
么多要好的朋友，让我倍加珍惜在路
上的时光。”她说。

大漠“独行女侠”见证新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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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晨光洒在新绿初发的枝头。
　　 50 岁的余绍容代表早早起床，穿
上羌族盛装。“上午驻地分组会，下午大
会堂第二次全体会议。忙飞起咯！”
　　再忙，代表们也不忘在会议间隙多
交流、分享。“难得凑在一起，要碰撞碰
撞，才有得进步嘛！”她说。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
3 月 7 日午饭后，余绍容约了两位女代
表一起坐坐。
　　“希望我的家乡能被更多人了解。”
作为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五星村党支
部书记，余绍容介绍起了自己的家乡。
　　“15 年了，从废墟中一砖一瓦重建，
到摘下‘贫困帽’，如今我们走上了乡村
振兴的大路。纳吉纳鲁（羌语：吉祥如

意）！”说着笑着，羌秀服装上的羊角花
煞是好看。
　　 2008 年汶川地震以来，灾区儿
女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关怀下，日子越
来越好。“压不垮震不碎的精气神，一
直在。”她说。
　　“汶川大地震后首只生病被救护
的野生大熊猫，就在我们基地，每天上
树、遛弯儿、打盹儿，可欢实了。”成都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蓉代表
笑道，它就叫“北川”，震后新生，活力
无限，“你们有空来看看它噻！”
　　侯蓉拿出 5 日和她一起出现在

“代表通道”上的熊猫新生幼崽仿真模
型，“你们摸摸，真的崽就长这样。”
　　“怪小的！要养活、养大一只‘国
宝’得多费劲。”攀枝花市米易县普威
镇 独 树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王 永 兰 代 表
感慨。
　　从事大熊猫等濒危野生动物保护

研究近 30 年，侯蓉连续四届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
　　“快给我们传授点履职经验。”两
位来自基层的女村支书，都是首次当
选代表。
　　“要多学习、多调研、多思考。”侯蓉
说，十多年来，自己关注的课题不断扩
大，领衔提交了 31 件建议和 10 件议
案，从大熊猫到濒危野生动物，从生物
多样性保护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比如，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她发现
虽然大熊猫保护得到改善，但生物多
样性保护仍有待加强。“我就提出要推
进对具有生态功能关键性物种的保护
和种群复壮工作。”她举例说。
　　“这可提到我心坎上了！”王永兰
赞不绝口，从沃野千里的川西南“聚宝
盆”安宁河谷而来，她知道生态有多重
要。有了天下良田，才有天下粮仓。
　　“糃稻、红糖、小番茄、枇杷……”

一说起村里的特产，王永兰的话匣子总
也关不住，滔滔不绝中，仿佛安宁河谷的
阳光扑面而来。
　　“我们那儿呐，月月有花赏，季季有
果尝。”她说，米易县创新“稻菜轮作”模
式，扛稳了“米袋子”、丰富了“菜篮子”、
鼓起了“钱袋子”。
　　“这么好的条件，还可以有更大的目
标！”余绍容说。
　　“对，我希望家乡积极创建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打造共同富裕的乡村样板。”
王永兰说出了心愿。
　　“把你的想法，落到建议里，再落到
大地上！这就是履职，耕耘劳作，瓜熟蒂
落，开花结果。”侯蓉笑道。
　　自同一片热土而来，三位女代表相
约着，两会后到彼此的家乡看看。
　　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无数中国女性
向阳生长，以力与美，逐梦未来。

（记者任沁沁）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女 代 表 履 职“ 三 人 谈 ”
　　她们激扬巾帼之志、奉献巾帼之功、尽展巾
帼风采；她们用“干一行爱一行”的执着，成就

“钻一行精一行”的精彩——— 钱素云等 10 位全
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光荣入选 2023 年“最美巾
帼奋斗者”。她们的先进事迹勾勒新时代奋斗女
性的最美剪影，召唤广大妇女在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建功
立业，收获美丽人生。

芳华竞展，爱岗奉献显担当

　　迎风战浪，危难中“神兵天降”———
　　在大风大浪的恶劣海况里，或是在着火、碰
撞、搁浅等船舶突发事件的危机情形里，驾着直
升机出现在海面上，给茫茫大海中的遇险者带
来一线生机。
　　这，是我国第一代救助女飞行员、交通运输
部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搜救教员机长宋寅的出
场方式。
　　海上搜救是一项高危险系数的工作，需要
直面生死考验。然而不管有多危险，都未曾磨灭
宋寅对海上救助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她始终将

“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的救捞精神铭刻心间。
　　 14 年服务东海救助一线，宋寅累计安全
飞行 3338 小时，执行救助任务 313 起，参与救
援飞行 1075 小时，成功营救了 225 名遇险人
员，是东海渔民心中的“海上救护神”。
　　白衣执甲，肩负生命的重量———
　　走路一阵风，讲话连珠炮，是许多人对北京
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名誉主任钱素云的第一
印象。
　　作为中国儿科领域的领军人，身处重症患
儿生命的“临界之地”，专业风险高、工作强度大，患儿病情瞬息万变，这
班守护年幼生命的岗，钱素云一站就是 20 余年。
　　“唯有努力工作、不懈怠、不放弃，才能不负重托。”在钱素云心中，

“看着孩子们带着最纯真的笑脸走出重症病房，是我最大的幸福。”
　　学为人师，为党为国育良才———
　　什么样的教育能让孩子受用一生？这是重庆市人民小学校党委书
记、校长杨浪浪一生的课题。
　　她利用重庆的红色资源，上好“行走的思政课”，为孩子们扣好人生
的第一颗扣子；她坚持德育并重，提出“劳动最美”理念，率先发起成立全
国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联盟；她送课下乡的足迹遍布重庆，让优质的教育
教学影响更多师生……
　　“教育要为国家计深远，为民族计深远，为未来计深远，可教育的实
践是在细微处点灯。”一线从教近 30 年，杨浪浪求索的身影，映照着新时
代教师的育人初心。

勇于突破，巾帼力擎半边天

　　科研不乏漫长的坚守，但当你的研究成果关乎着 14 亿多中国人民
的生命健康，又当如何？
　　身处我国重大传染病突发疫情处理的前哨近 40 载，中国疾控中心
生物安全首席专家武桂珍的科研，仿佛永远迫在眉睫、如履薄冰。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武桂珍始终冲锋在前，与时间赛跑，迅速确定
病原并主动与国际社会共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为全世界的诊断试剂设
计、药物筛选、疫苗研发、病毒溯源等疫情防控工作赢得宝贵时间，为全
球抗疫作出绝对的中国贡献。
　　在危急的关头顶住压力，用科学的力量守护希望，也在技术应用的
路上砥砺前行，让科学的成果助力生产。
　　开发出电石渣制水泥工艺，使我国电石法聚氯乙烯成为行业主流工
艺；研发出全系列聚氯乙烯树脂，填补了市场空白……从一名普通化工
技术员成长为全国化工行业女专家，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宋晓玲先后攻克 30 多个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难题，获
270 件国家专利。
　　“我一直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在每一个岗位上努力完成自己的职责
和使命。”扎根西北边陲 30 多年，宋晓玲的追求从未改变。
　　她们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也用技术赋能美好生活。
　　早春三月，乍暖还寒，黑土地仍被积雪覆盖。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
上官地村“新农人”陈雨佳已经同村民们一起早早开始了春耕备耕工作。
　　从苗草不分的大学生到远近闻名的“种米姑娘”，返乡创业这些年，
陈雨佳不断将科技的力量注入农田：运用气象监测仪和稻田监控器，以
科学数据保障水稻质量安全可追溯；安装太阳能杀虫灯和诱捕器，用物
理技术减少稻田病虫害；通过网络直播方式，探索订单农业新模式，破解
家乡“好粮愁卖”难题……
　　陈雨佳的目标明确：“种好人民的粮、端牢自己的碗，朝着科学种田
不断前进，让家乡的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有视野，有技术，有干劲儿，有无限的可能性。巾帼本色映入滚滚麦
浪，正为乡村振兴点亮新的希望。

汇聚成炬，巾帼精神照人间

　　春到武陵山，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长兴堡镇白果村田间地头，一
派繁忙景象。村民平地、锄草，准备种下用于染布的植物。
　　“今年要在原有 500 亩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增加到 2000 亩。”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松桃苗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石丽平信心十足。
　　致力苗绣传承 20 余载，石丽平的足迹串联起贵州大大小小的苗寨。
从第一次进村入寨组织培训，应者寥寥，到如今培训绣爷绣娘 2 万余名，
她不仅将指尖技艺化为脱贫力量，更以苗绣精神激励乡亲们追逐美好
生活。
　　从乡村到城市，新时代，处处涌动着“她力量”。
　　“硬着头皮、磨破嘴皮、饿着肚皮、踏破脚皮”，这是江苏省南京市仙
林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金娣的工作方法。
　　群众眼里，她是做了五次手术背着治疗仪还在谈工作的“铁娘子”，
她是敢为敢闯、敢挑重担的基层党组织的“主心骨”。13 年时间，她将一个
28 万人口的街道凝聚成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们一定要坚持
党的群众路线，织密建强基层组织体系，不辜负组织和老百姓的重托。”
孙金娣矢志不移，初心不改。
　　将民心团结在党旗下，将青春挥洒在绿茵场。
　　濒临绝境，逆转绝杀！2022 年 2 月 6 日，在女足亚洲杯决赛上，中国
女足用最荡气回肠的方式，时隔 16 年重返亚洲之巅！
　　在这场艰难的角逐中，中国女足“领头雁”王霜赛前骨裂，带伤出战，
她那不服输、有韧劲的女足精神激荡在国人心中。
　　中国女子金球奖“大四喜”得主、亚洲足球小姐、全国三八红旗手标
兵……鲜花和荣誉背后，是挥洒汗水和泪水的锤炼，是女足球员身上的
勃勃生机，是为国争光的铮铮决心。
　　巾帼榜样，引领奋进步伐；巾帼精神，映照时代荣光。
　　在时代进步与个人奋斗相互激荡中，广大妇女以勇立新功的豪情壮
志投身伟大事业，用勤劳与智慧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记者董博婷、张研、齐琪）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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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丽华在南涧县乐秋乡参加大理州“三下乡”表演（2022 年 12 月 24 日摄）。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鲁丽华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长期从事非遗传承保护
和基层文艺工作。
  在她所在的南涧彝族自治县，“彝族跳菜”是极富当地民族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受群众喜爱。鲁丽华组建跳
菜队，深入基层为群众表演、教学，积极参加文化下乡惠民演出等活动，在保护和传承非遗、传播民族文化的同时，丰富了乡村
文艺生活，助力乡村振兴。
  鲁丽华表示，要保护好、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发（适志宏摄）

鲁丽华代表：以 文 艺 力 量 助 乡 村 振 兴

（上接 12 版）

  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时效性

　　立法法修正草案总结实践经验，增
加规定“专项立法计划”，要求“增强立
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
所副所长李玉萍代表说：“修改立法法，
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促进和加强高质量立法，形成
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的法律规范体系具
有重要意义，也是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客观要求。”
　　草案贯彻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增加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
市、自治州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区域
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制定地方性
法规，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有关区域内实
施；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
治州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
　　“2022 年，河北省人大常委会表决
通过了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条例，各相关地市同步出台规定，呼应京
津相关立法，在促进京津冀协同保护大
运河文化遗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沧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英华代表说，立
足解决区域共性问题，实现有关立法主
体在立法工作中相互协作配合，并使法
规达到相互协调乃至统一状态。
　　修正草案贯彻党中央精神，总结近
年来备案审查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
备案审查制度。
　　北京达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子
程代表表示，备案审查制度是维护国家
法治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进一步完善
这项制度，有利于提高立法质量、保障
良法之治。
　　代表们在审议中表示，此次立法法
的修改，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是积极应
对立法领域所出现新挑战、新特点的有
效回应，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提供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
  （记者翟翔、白阳、王子铭、任沁沁、
陈诺、陈席元、周颖）       
    　　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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