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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丽娜，山东省泰安市岳洋农作物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1983年出生于汶水河畔一个
普通农家，父亲是一名“老农技”，在镇农技站
工作37载，薛丽娜从小受父亲的熏陶，生在
地里、长在地里，耳濡目染，骨子里流淌着“农
民的基因”。源于这样一份对农民的热爱和
对家乡土地的情怀，2004年高考时，她毫不犹
豫地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大学四年，“让农
业有所改变，让农民换个活法”是薛丽娜经常
思考的问题，她开始逐步研究中国农业发展
的历史，也对农业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

逐梦天地间 扎根乡野里
2008年大学毕业，她怀着一颗扎根农

村、返乡创业的梦想与信念，说服男朋友一起
来到了她的家乡共同创业。

万事开头难，首先是亲朋好友的不解和
村民的热讽，接着是资金问题、土地流转问
题、合作社运行问题等等，摆在面前的每一项
都是必答题。为了做群众的工作，她进村入
户一点点讲国家政策，讲新的农业技术和发
展前景。为了节省人工成本，她和丈夫一起
亲自下地划锄、追肥、打药、收割……太阳晒
黑了皮肤，手上磨起了血泡，一沾水疼得直咧
嘴。薛丽娜没有动摇，她只有一个信念，那就
是建合作社，用学到的新技术新思想带领群
众共同致富。

“学校里学的是理论知识，真正到地里用
起来才发现，理论和实际还存在很大差距。”
薛丽娜很快认识到，在农村干事，与土地打交
道远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于是，她主动去找
老党员、老专家请教，与他们相互切磋共同探
讨，边学边干边成长，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

机融合。
老党员孙宪礼是合作社的农业技术专

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粮食作物品种和栽培
技术的应用推广。薛丽娜每每遇到技术难题
首先向其求助。孙宪礼总是第一时间跑到地
头，与薛丽娜一起研究分析小麦病情，直到彻
底解决。围绕作物栽培、病虫害综合防控等
技术，孙宪礼还常年免费对合作社所有种植
户进行技术培训，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老
农机手薛传忠也是一名老党员，负责合作社
粮食作物耕播种收管全程机械化管理。2018
年秋季，合作社发现因常年种植出现土壤板
结，薛丽娜和种植户都一筹莫展，薛传忠提出
了土地深翻建议，以此增加土壤通透性，改善
土壤结构，促进微生物活力，起到改良土壤的
作用，有效防止了粮食减产。他还结合自身
经验，从马庄镇实际出发，推行小麦、玉米“耕
种管收”全程机械化作业，促进农业种植提质
增效。还有老党员裴兆友、老专家姬广文，十

几年来一直活跃在田间地头，为合作社小麦
的生长默默耕耘，“保驾护航”。

技术引领“三化”融合
打造现代农业新高地
选购良种，购置农机，聘请技术人员，薛

丽娜夫妻二人边干边学，很快见到成效。先
后承接岱岳区“配方施肥试验”“夏玉米高产
攻关试验”等项目，土地流转面积由原来的
160亩增加到1300余亩，同时为全镇四万多
亩耕地提供订单种植、植保、收获、病虫害防
治等社会化服务。合作社的规模也从起步时
的几人扩展到现在的300余户社员。同时，
建立起农技推广试验示范基地600亩，与全
国农技推广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山东农业
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的
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累计引进示范小麦、
玉米新品种400余个，开展粮食新技术示范
15项，集成推广小麦、玉米高质高效技术模
式；建立小麦新品种培育基地200亩，刷新小
麦最高亩产全国纪录，培育拥有自主产权的
小麦新品系200多个。

随着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合作社还成立
了农经作物研究会党支部，薛丽娜亲自任党
支部书记，并把“落实惠民政策、推广现代农
业技术、培育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确定
为自己的使命。带领种植户走出一条高质高
效的粮食产业发展之路，这不仅是父亲临终
前对自己的嘱托，更是新时代一名新农民党
员的使命。

她认识到，农业的发展需要规模化、产业
化和现代化。为此，她积极为周边农户提供
社会化服务，先后投资400多万元购进拖拉
机、播种机、收割机、无人飞行植保机等先进
机械设备，示范带动周边推进农业机械化。

同时，以低于市场20%的价格，为本地农民提
供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服务，降低劳动强度，
让大家都能切身体会到农业现代化的优越
性。十年间，先后帮助周边农户增收节支
3000余万元。

履行社会责任践初心
助力乡村振兴谱新篇
新老相传，接续前行。有了老支书、老农

技、老党员们的保驾护航，薛丽娜带领泰安岳
洋农作物专业合作社一路引吭高歌，先后荣
获“农民专业合作社国家级示范社”“全国新
农民创业创新百佳成果”“全国巾帼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第一批全国农作物病虫害专
业化统防统治百强服务组织”等荣誉称号。
她本人也先后荣获山东省优秀农业劳动者、

“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能大赛（种植能手）一
等奖、“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称号，2023年1
月10日，当选为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

“高兴之余，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几
分。”薛丽娜说。2023年，合作社正在规划建
设一处汶阳田农耕文化展览研学基地，除了
展示农耕文化，还建成粮食产业发展中心、现
代种业发展中心，为村民开展田间观摩和培
训，推广粮食生产的新品种、新技术。建立智
慧农业展厅，建立作物生长监测等，真正实现
农业现代化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产，推进种
业提升。

“我的成长离不开老专家的倾力支持，是
他们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力量，是他们帮助我
将所学专业知识真真正正地应用到了田间地
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和带动更
多年轻的技术能手，为乡村振兴和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薛丽娜说。

大国农匠薛丽娜：

借力扬帆 新老相传 汶水河畔绽放青春之花

徐光耀陈家玲陈娴蒋沁伶饶然

“小梦，听说王总和钟姐以前也是室
友，你说咱俩这对室友，能不能像她们那
样，在项目部干出点成绩，也成为技术岗
位的领头人？”2020年，刚刚从西南石油大
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入职到中铁八局七
公司的余丹对着她的室友刘梦说到。

她口中的王总和钟姐，是中铁八局七
公司的两位女职工，一个叫王江，一个叫
钟安珍。王江豪爽直率，做事雷厉风行，
业务能力不输任何一个小伙子；钟安珍
性格温婉，说话秀气，干活严谨细致。她
们在 1997 年的夏天一起入职成都桥梁
厂，并成为了同一个寝室的室友。性格
迥异的两人，在学习、工作和成长中蜕
变，找到了各自努力的方向，更成为了新
一代女职工学习的榜样。

蛛游蜩化 青春有为
入职初期，王江和钟安珍到电杆车间

跟着工人们从最基层的环节、工序学
起。在她们看来，大多数好点子和好方
法都来自于现场，来源于实践，一线的学
习经验和工作经历，能让她们更快地
成长。

刚开始两人对很多专业知识不明白，
“上班一个本，下班一本书”几乎成了王
江和钟安珍工作的标配。王江毕业于重
庆建院，专业知识过硬；钟安珍毕业于铁
道部贵阳车辆厂技校，实操能力强，两人

时常在工作和学习中相互帮助、取长补
短，凭借着刻苦钻研的劲头和孜孜不倦
的态度，很快融入了工作环境。

在车间工人师傅的指导下，王江结合
自己所学的知识不断实践，快速掌握了
铁路用圆形电杆、接触网支柱和地方电
力使用锥形电杆等产品的专业理论知识
以及实操工艺，逐步完成了从实习生向
技术人员的蜕变。此时的钟安珍也一边
琢磨电焊工艺，一边利用晚上的时间跟
王江学习画图，很快身边的同事们就发
现，钟安珍不仅能熟练操作电焊，而且已
经悄然成长为一名能看懂图纸、发现问
题的电焊女工。

勠力同心 力争上游
离开电杆车间后，两姐妹在各自岗位

上迅速成长。由于专业技术过硬，王江
从实习生到技术员，逐步走上了项目技
术主管的岗位。勤学好问的钟安珍也从
电焊工转型为复合型工人，绑扎钢筋、打
混凝土、测量等各工种的历练让她对混
凝土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了如指掌，这
也 为 后 来 从 事 质 检 工 作 打 下 了 坚 实
基础。

2001年 6月，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格
拉段动土开工，摆在建设者面前的是冻
土、高原缺氧和生态脆弱三大世界级难
题。得知这个项目工人紧缺的情况，24
岁的钟安珍在王江的鼓励下，下定决心
推迟婚期，主动申请支援项目，赶赴青

海。最终克服了高寒、高海拔种种恶劣
环境，凭借着不怕吃苦的韧劲和一丝不
苟的专业，出色地完成了混凝土灌注检
查工作。

2005年，中国首条无砟轨道遂渝无砟
轨道板开始施工，钟安珍任项目轨道板
车间质检班班长，再次与王江一起并肩
作战，参与到研制轨道板产品中。期间，
她积极参与项目新产品的生产，QC工法
的编写，提供各种质检数据，并参与了王
江主持编写的《CRTS I 型板式无砟轨道
用混凝土轨道板工法》，获得 2007—2008
年度国家级一级工法奖。

转眼二十余年，这对姐妹花靠着勤奋
与坚韧，一步一个脚印，收获了无数荣誉
——王江是中铁八局七公司第一位女项
目经理，荣获了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称
号；钟安珍成为了公司“巾帼质检班”的
领头人，荣获了“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

奋斗不息 勇攀高峰
王江与钟安珍的故事影响着一代又

一代成桥女性，95 后的余丹和刘梦就是
其中两位，所以便有了开头的那段对话。

2023 年，毕业还不到 3 年，两位小姑
娘已经分别成长为项目关键岗位的骨干
力量，完成了从工程小白到业务技术骨
干再到项目工程部副部长、部长的转变。

刚入职便遇上企业转型发展，她们跟
随企业转型发展的脚步，主动申请到综
合施工项目见习。刘梦在龙泉山森林公

园市政项目，余丹去到河南漯河西环线
公路项目。两个项目都是战线较长的综
合施工项目，沿线包括路基、桥梁、隧道
等工程。她们进入项目第一件事就是要
求前辈们不要因为她们是女孩子而“特
殊”照顾，就把她们当男生一样对待。工
作中，她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提出
的这份“要求”。她们肩扛 RTK，步行几
公里测量线路红线；在凛冽的寒风中进
行钢筋工程质检；冒着近40℃的高温，管
理沥青路面的施工，不断进行松铺厚度
和平整度检测，踩在刚铺好的沥青路面
上，不知道走坏了多少双鞋。

如今的她们，也如年轻时的王江和钟
安珍那样，工作中互相激励、互相追赶。
2022年 3月，公司安排余丹到辉县灾后重
建项目部担任工程部副部长，当时的她
内心十分惶恐，因为大学学的是道桥专
业，此前也一直在公路项目部，她怕自己
不能承担这份重任，刘梦给予了她极大
鼓励。同时，刘梦利用自己房建专业特
长，帮助余丹了解房建专业知识，陪她一
起查阅资料，探讨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难
题。当项目从一片洪水淹没的荒地变成
如今的座座楼宇，余丹作为封顶仪式的
主持人，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要是没有
刘梦的支持，自己不会像今天这样出彩。

她们心怀梦想，向着成桥偶像不断前
行。2022 年，刘梦和余丹分别荣获成都
市“五一劳动奖章”，中铁八局“三八红旗
手”称号，为企业的改革发展贡献着95后
的“她”力量。

巾帼力量 不负韶华
中铁八局女性职工用爱岗敬业诠释责任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