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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踏入电商的大门之前 ，“85 后 ”
林红梅已经是某国企的一名资深客户
经理。 2015 年，在紫阳政府大力发展县
域电商之际， 林红梅放弃了丰厚的待
遇，白手起家，从事电商为家乡农产品
代言。

在踏入电商行业前，林红梅也算对
互联网有了一定的了解，但自己成立公
司后， 她几乎想不起自己老板的身份，
反而像是一个四处求知的学子。在周末
本该放松休息的时候， 她常常是在飞
机、大巴上度过，天南海北地奔波，与更
优秀的创业团队交流学习。

“在公司刚刚成立 2 个月时， 我通
过前期大量调研， 结合县域产品特点，
打破了传统县域电商发展思路，另辟蹊
径，开创了一条符合紫阳县情的全新的
电商模式———微营销模式。 ”据林红梅
介绍，她以家乡情怀作为纽带，将紫阳
本地人、紫阳籍大学生、紫阳籍外出务
工人群以及与紫阳有关联、深爱这块土
地的人们联系到了一起，创立“紫阳十
万微商大军”，让在外的大学生、外出务
工人员都成为宣传家乡的主力军，不仅

为家乡农产品推广作出贡献，还能得到
一份零投入的兼职。

在微社群营销发展壮大的同时，传
统电商模式也在逐步成长。 紫阳县域内
产品想要在淘宝、 京东等平台畅销，需
要攻克产品时间周期长、 货源组织差、
文化产品少、单品规模小等难题。 林红
梅整合县域内所有产品，挑选了 6 款适
合线上销售的产品，同时积极对接外部
营销渠道等众多资源，通过包装、策划
后，投入到线上进行销售。

功夫不负有心人，林红梅精心打造
的“青春洋芋”农产品品牌策划案例受
到了全国推广， 她也成为 “互联网+农
业”优秀创业导师。 同时，林红梅积极参
与省内外电商创业创新大赛， 获得了
2017 年第五届“创青春”全国农村电商
组荣获三等奖、安康市创新创业大赛第
一名等优异成绩。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后，林
红梅积极响应团县委发出的“凝聚青年
力量、助力脱贫攻坚”倡议，通过互联网
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2016 年至今帮
助 3300 余户贫困户销售“青春洋芋”共

计 400 万斤，户月均增收 980 余元。
在经营公司发展电商的闲暇时光，

林红梅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她为贫困茶
农带去了物资和产业发展规划； 发起
“衣旧情深” 活动， 为困难群众送去温
暖；在寒暑假期间招募贫困家庭的高中
生、大学生实习就业……

有人曾劝她去大城市发展，但林红
梅相信自己的青春在乡土上也能绽放
芳华。 她说：“在帮助贫困户售卖农特产
品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仅靠自己和团队
的力量是有限的，应该培养更多的青年
加入电商行业，把自己家乡的产品推广
出去。 ”在紫阳县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林
红梅开设了微营销培训班，至今已免费
培训外出务工青年 6000 余人次。

（林红梅 现任紫阳三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 先后荣获“陕西省首
届新农人与青年电商选秀大赛三等奖”
“中国硒谷安康优秀富硒电商人才”等
荣誉，所领办的紫阳县青春洋芋种植基
地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巾帼农业示范
基地”称号）

始于 20 世纪初的国际劳动妇女节已走过百年历史，女性的
力量，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注意。 我们发现，女性的角色不止女儿、
妻子、母亲，每一位独立的女性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力量。

在安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 女性的力量同样不可或
缺。 有的她，在职场上杀伐决断，勇敢追求梦想；有的她，投身慈
善，如春风化雨；有的她，热爱生活，为每个普通日子欢呼雀跃
……每一个瞬间，都是属于她们的高光时刻。

一条清澈的小河从门前静静流过，一群羽毛
洁白的鸭子在河水中尽情嬉戏，一湾平展展的农
田包围着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 就是这样一个普
普通通的农家小院，走出了三个大学生，其中一
个还是北京大学研究生。

这个普通农家院是紫阳县城关镇西门河村
陈德秀的家。 陈德秀说，她十二三岁时，妹妹患上
痈疽，卧床治疗几个月，父亲也患上黄疸肝炎。 她
就站在板凳上用石磨磨玉米面， 帮母亲做饭，照
顾生病的父亲和妹妹。

从艰苦中成长，陈德秀比常人多了一份对生
活的理解。 20 岁那年，陈德秀与入赘的杨其玉结
婚，杨其玉勤劳刻苦，苦难的家庭有了顶梁柱。 当
年年底，儿子杨运平降生。 随后，大女儿杨春林、
小女儿杨祖芳相继出世。

小孩的出生让家庭升腾起新的希望，但不幸
袭击了这个家庭。 1996 年，杨其玉因坐骨神经痛，
劳动能力严重受限，抱病在床。 照料丈夫、寻医治
病，陈德秀含辛茹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经紫阳
县中医院的中医治疗，3 年后杨其玉基本康复。为
了挣钱养家， 陈德秀起早贪黑地劳作， 种菜、卖
菜、养猪、养蚕、采茶……她说：“丈夫生病那年，
我种了两亩蔬菜，养了一张半蚕，养了两头母猪、
两头商品猪和十几只猪仔。 最苦的养蚕季节，一
个月没上床睡过觉。 实在困得不行了，我就趴在
蚕床上眯一下。 ”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在身上，她没
有时间考虑别的，一心想着丈夫的康复、子女的
学习成长，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苦。

孩子们相继上学后，陈德秀肩上的担子更重
了，特别是孩子上高中时，每年两万多元的学杂
费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为了孩子上学，丈夫勤劳

不怕苦，外出打工能挣一些钱，但“内当家”也得
挣钱养家，还要抽时间去看寄宿的孩子，帮助孩
子减轻心理压力、改善生活。 有一次，她去儿子租
的房屋探望时， 发现儿子穿的裤子膝盖都破烂
了，墙上、门背后、床头都贴着密密麻麻的纸条。
她看不懂那些数学公式、英语单词，但切实感受
到了儿子忘我学习的劲头。 她强忍眼泪，默默地
将孩子的衣裤缝补洗净放置床头。 大女儿高考时
发挥失常，没达到一本分数线，情绪非常低落。 陈
德秀没有怪责，而是耐心开导，让大女儿走出阴
霾。

小女儿上初二时，考虑家庭困难，经常一天
只吃一顿饭，加之遭受一些生活上的挫折，动了
辍学外出打工的念头。 陈德秀得知，心如刀割，叫
小女儿看肩头磨出的茧子， 含着泪苦口婆心地
说：“我们是辛苦，但是有希望，你爸拼死拼活地
打工，我辛苦务农，就是想让你学出来。 如果你放
弃读书，不多学一点知识，你有啥前途？ 爸妈有啥
奔头？ ”小女儿被深深触动，仿佛一下子就懂事
了，更加努力学习，以高分考上高中。

天道酬勤。 2008 年，儿子考入长安大学，大女
儿考入山西师范大学； 小女儿 2010 年考入河南
科技大学，2016 年考上北京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研
究生。

看着大学录取通知书， 陈德秀心里高兴啊，
同时也着急：学费在哪儿？ 喜悦、欣慰、忧愁、焦
急、愧疚交织在一起，陈德秀的心里的滋味难以
言表。 所幸，当地党政给予及时关心，社会爱心人
士慷慨解囊，使孩子们迈进了大学校门。

陈德秀也感恩遇上了国家脱贫攻坚的政策。
2014 年，陈德秀一家被列为贫困户，享受到国家
的优惠政策。 2018 年，丈夫杨其玉在房后薅草时
不慎摔断尾骨，住院治疗花费几万元，绝大部分
都报销了。 年已八旬的母亲同年患上脑萎缩，一
年前忽然失语，还出现精神失常、行为异常，驻村
第一书记邓兴翠得知， 积极联系做残疾鉴定，争
取政府帮助。

杨其玉说：“妻子供孩子上学吃了很多苦，但
是每一个难关都得到政府的帮助。 相信在大家帮
助下，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

陈德秀家勤劳、和睦、孝老爱亲、自立自强的
事迹感人至深，2019 年 12 月，陈德秀家被陕西省
妇联、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委文明办、陕西省
委网信办、陕西广播电视台表彰为 2019 年“三秦
最美家庭”。 2020 年 12 月，陈德秀家荣获全国妇
女联合会授予的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坐落在巴山深处，与中央革命根据
地“江西瑞金”同名，同样有着红色历史
记忆和光荣历史传承的岚皋县堰门镇
“瑞金村”，民风淳朴，和善的面容、憨实
笑脸成为这里最美的风景。 现年 56 岁
的瑞金村二组村民寇长延，就是最美风
景中的一员，是这片沃土孕育出来的好
典型、“好婆婆”。

2018 年，寇长延儿子杨涛与儿媳陈
娟喜结连理。 婚后，儿子、媳妇在外奔
波， 家里的大事小事全靠寇长延操持，
但无论儿媳什么时候回家吃饭，婆婆准
备的饭菜永远是热的，家里的衣服总是
洗得干干净净的。 儿媳怀孕，婆婆既高
兴又呵护有加，孙子出生后，婆婆又主
动帮助媳妇带孩子，承担了大部分照看
孙子的责任，直到孙子 2 岁多了，婆婆
才渐渐放手把照顾孩子的责任交给媳
妇。

和谐婆媳关系是互帮互助，寇长延
与儿媳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学习适应，儿
媳学习婆婆做菜做饭的技艺和本领，婆
婆学习儿媳使用电脑、 手机上网技巧，
并从儿媳那里学会了跳广场舞，拉近了
与时代发展的距离。 都说好婆婆难做，
但寇长延用事实证明， 只要心中有爱，
做一个“好婆婆”是可以做到的。

寇长延在照顾家的同时，还不忘替
儿子、儿媳减轻家庭重担。 瑞金村移民
搬迁到玄天宫村村民户数达 77 户，为
了方便群众日常生活，寇长延办起了便
民商店，经过几年的发展，她又把这个

便民商店加入了连锁商行，由于采取了
全市进货配货的形式，销售给村民的商
品价格也实现了统一定价，村民在这里
买到与安康城同样价格商品，寇长延做
生意的口碑在村里也得到了大家的公
认，生意也越来越火，适用范围也越来
越广，由原来生活商品店变成了现在的

生活超市。 近年来，寇长延又将瑞金村
自行生产的粉条、 腊肉等收购起来外
销，既增加村民的收入，又盘活了流通
渠道，生意越做越大。 村民们经常说：寇
长延不仅是一个贤惠的好婆婆，也是一
个会赚钱的好婆婆。

没有轰轰烈烈， 没有坎坷艰难，作
为在和平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人民法官，
用“平凡而努力、温柔而坚持”来形容王
佩法官再合适不过。

“日拱一卒无有尽， 功不唐捐终成
海”。 从小，王佩就明白努力的意义。 年
迈的爷爷奶奶、 正在读书的两个姑姑、
年幼的三个孩子， 都需要父母照顾，双
亲努力工作，整日奔忙，供孩子们读大
学。 王佩看在眼里，从父母身上也悟得
了“努力”二字。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
力生活，勇挑重担，永不言弃。

从学校到法院，她顺利通过公务员
考试、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成为一名助
理审判员。 没有审判经验的她从头学
起，从书本学、向前辈学、与同龄人交流

学，在审判工作繁重的情况下，一边抚
育第一个孩子，一边在职攻读了西北政
法大学的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怀孕六个多月时，她主办的一起土
地承包经营权纠纷需要到现场查看地
形位置。 现场位于山顶，山路由于前期
下过雨被车轮碾压后路面高低不平，越
野车在上下颠簸中前行。担心胎儿受到
影响， 王佩一手抓住车窗上面的把手，
将身体拉离座位虚坐， 一手扶住下腹，
减少颠簸对胎儿的影响，但她还是感到
了隐隐坠痛。 时间接近中午，饥饿感让
她不禁想起走时忘带的那个双麻饼。到
达现场后，王佩坚持用卷尺在地头量完
地后，坐在院子边上的大石头上开始调
解。 法与情双管齐下，双方当事人都被

这位准妈妈的认真负责所感动，案子审
结后双方息诉服判，取得了较好的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

3 年助审期满，王佩顺利升任审判
员。 恰逢全国法院司法体制改革，施行
员额法官制， 要当法官需要再次考试。
身怀二胎的王佩再次努力出发，2017 年
她通过遴选成为员额法官 ，2017 年至
2021 年连续 5 年荣获全市法院先进个
人、办案能手，逐步成长为法院业务骨
干。

工作中王佩耐心细致， 善于钻研。
她常常耐心引导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冷
静下来，客观面对问题，有效沟通，化解
纠纷。 纷繁复杂的案情里她抽丝剥茧，
化繁为简，梳理案件线索，常常为了解
决某一个问题，利用非工作时间进行调
查研究。 她坚守审判一线工作数十年，
办理案件逾千件， 始终坚持公正司法、
为民司法、能动司法，在案件质效和推
进法治建设中持续精进。

认真工作，王佩也不忘用心陪伴家
人。父亲去世后，王佩对母亲无微不至，
支持她旅游散心、鼓励她加强锻炼。 丈
夫扎根基层 19 年，王佩很少抱怨，为了
多陪伴两个孩子， 她不断提高工作效
率，挤出更多时间。 坚持每天检查孩子
们的作业、督促学习。 小女儿曾开玩笑
说：“妈妈周一到周五是法官，周末是司
机。 ”

王佩始终坚持在生活中“用爱”，在
工作中“用心”，在平凡的生活和工作上
默默奉献、辛勤耕耘，努力谱写着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新时代法官梦。

（王佩 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
庭副庭长，2017 年至 2021 年连续 5 年
荣获全市法院先进个人 、 办案能手 ，
2018 年获评市 “巾帼文明建功标兵”，
2017 年、2020 年两次荣获最高人民法
院颁发的“个人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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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为民中绽放异彩
通讯员 李珍

“互敬互爱互帮互助”
通讯员 宋先华 张松涛

我在乡土写青春
通讯员 周栎

林红梅与茶农在茶园中观察茶叶长势，在雨中直播茶园开园。

王佩在汉滨初中为孩子们讲授法律知识。 寇长延一家的新春全家福。

以以春春天天的的名名义义致致敬敬““她她风风景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