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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春日的石泉县池河镇明星村，连绵的桑田宛如一片翡翠海洋，新生
的嫩叶上沾满露珠，在薄雾中舒展着身姿，远处起伏的山丘将桑田勾勒成深
浅不一的波纹。 蚕农们正在桑田里进行开采前的管护，脸上洋溢着丰收的期
待。 这片桑海不仅是明星村的“绿色银行”，也是增收致富的希望之源，更是
县人大代表、明星村党支部书记刘家满带领村民共同奋斗的心血结晶。

石泉县池河镇兴桑养蚕历史悠久，是汉代“鎏金铜蚕”出土地。 明星村，
是刘家满的家乡， 也是池河蚕桑产业的核心区域， 这里蚕桑产业已初具规
模，是推动当地村民增收的主导产业。 自 2019 年以来，在县镇党委和政府的

支持下，刘家满借助全域旅游发展的东风，引领明星村迈上了农旅融合发展
的“快车道”。 沧海桑田旅游景区在明星村顺利建成，推出了包括天空之境、
玻璃水滑、桑果采摘园等多个游乐项目。 至今，该景区已接待游客超过 200
万人次，解决了 2000 余人的就业问题，并帮助 1000 多名农户增收致富。 明
星村已变成网红打卡胜地，从一个传统的农业村转变为省级特色旅游村，实
现了华丽的蜕变。

然而，2024 年夏天，刘家满在走访中发现，虽然明星村农旅融合取得了
初步成效，但明星村的养蚕人数和养蚕数量已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 面对这
一现状，刘家满心急如焚，他深知，明星村的农旅融合发展之路离不开桑蚕
产业的根基，这是村子持续发展的“灵魂”。 面对走访群众普遍反映的养蚕
“劳动强度大、茧价波动大、效益低”三大难题，刘家满敏锐意识到：蚕桑产业
的发展单纯依靠政府补贴只能解一时之渴，必须用科技赋能蚕桑产业，才能
为明星村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当刘家满得知县里即将启动农村综合
性改革试点项目时，他连续两周奔波于镇政府和县农业农村局，争取试点落
地。 2024 年 8 月，当试点项目最终花落明星村时，这个皮肤黝黑的陕南汉子
激动得一整夜未眠———他明白，尽管项目已经落地，但如何具体实施，又成
为摆在大家面前的新挑战。

“试点怎么干，得让乡亲们说了算！ ”在首次村民议事会上，刘家满把选
择权交给群众。 面对“外地企业靠不靠谱”“智能设备不会用”等疑虑，他采用
“场景化协商”模式：架起投影仪播放四川宁南县智慧蚕房视频，请技术员现
场演示旋转方格蔟操作，带着村民掰着指头算对比账。 当看到智能化养蚕能
减少 50%劳动量、提升 30%茧质时，26 户蚕农举起了试点“同意牌”。

样本有了，但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为找到最适合明星村的发展路径，尚
在手术恢复期的刘家满强忍病痛， 仔细研读副县长朱佑峰带队赴四川调研

蚕桑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发现“龙头企业+农户”模式的关键在于科技赋能
创新后，他力排众议引进四川主干企服科技公司，打造“智慧共育+智能蚕
台+优茧优价”体系。 在蚕室改造攻坚期，他白天协调设备安装，晚上逐户指
导操作，硬是把晦涩的专业术语转化成“蚕宝宝上托儿所”“手机当新工具”
的乡土语言。

试点推进并非一帆风顺。 村民袁国庆因用药不当导致蚕群中毒，凌晨五
点敲响刘家满家门，他立即联系县蚕桑中心专家，踩着露水赶到蚕室现场施
救。 村民罗文强因操作不当导致蚕台故障，请他上门帮助查看，他立即入户
指导。 面对试点户此起彼伏的“求助热线”，尽管刘家满的身体尚未完全康
复，但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和人大代表，群众的需求在哪里，他就出现在哪里。
他创新提出采取“联络站驻站代表包片、驻村工作队员包户”的模式，为试点
蚕农进行全程跟踪式服务，先后开展“蚕台前教学”20 场次，入户指导 30 余
次，帮助试点蚕农熟练掌握智能设备的使用。 2024 年秋茧，每公斤 68.9 元的
历史高价让首批试点户 1 张蚕种收入增加 500 元， 尝到甜头的试点蚕农们
喜笑颜开，明星村科技赋能蚕桑试点项目取得了圆满成功。

2025 年春，在刘家满积极推动下，池河镇全面推广了数智赋能的蚕桑新
模式。截至今年 4 月，全镇新建智能化蚕室 10 处，554 户蚕农加入试点模式，
数智赋能蚕桑新模式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从农旅融合“领头雁”到数智蚕桑“先行者”，刘家满用责任和毅力接连
破解了明星村的发展难题，在秦巴山间绘就了一幅“农旅融合百姓富、数智
赋能产业兴”的生动图景。 正如他在代表履职笔记中写下的：“金蚕故里的新
生，既要留住两千年的桑柘记忆，更要让乡亲们搭上科技快车，享受发展的
红利。 ”这位奔忙在桑海里的人大代表，正以初心为线，职责为梭，编织着明
星村的锦绣华章。

数 智 赋 能 产 业 兴
通讯员 吴玲玲

刘家满：

巾 帼 托 起 幸 福 家
通讯员 乌蒙

她数十年如一日，用朝朝梳洗、夜夜陪护的琐
碎诠释孝道真谛。 面对患病公婆，她以超越血缘的
亲情，将儿媳身份升华为“闺女”。 面对丈夫的消
沉，她以乐观感染家人，这份坚守，让冰冷的困境
化作亲情的暖流。 她就是来自旬阳市金寨镇张河
村的农村妇女、安康市好媳妇钟秀英。 钟秀英的清
晨非常忙碌， 一大早她就开始做饭、 喂猪、 放牛
……手脚十分麻利。

2006 年， 钟秀英与患类风湿后遗症的丈夫结
婚，婚后照顾年迈的公婆和患病的丈夫。 她不仅承
担了家务，还从养猪种红薯做粉条开始，让全家过
上好日子。 然而，命运却对她一再考验，丈夫疾病
复发，面临残疾的风险，公婆也相继患病。

面对家庭的困境，钟秀英没有退缩，她四处筹
钱为丈夫治病，精心照顾公婆，在她坚强毅力的支
撑下，家庭逐渐走出了困境，丈夫重拾信心，术后
半年重新站了起来，公婆也康复如常。 谈起过往所

承受的压力， 钟秀英则表示这只是她做人的责任
和担当。

“我既然选择这个家庭，我就要一直坚持着走
下去，老公对我也很好比较细心。 我们婆媳关系也
很好，互相都比较理解、体谅。 ”钟秀英说。 钟秀英
的事迹感动了周围的人，也赢得了社会的赞誉。

她的家庭不仅成为和谐幸福的典范， 她成立
的“红叶岭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带动了周
边农户的发展。 周边十几户人家在合作社务工，60
多亩地栽种的有药材也有红薯， 人均一年能增收
五六千元。 60 亩地的栽种、收获、管理等工作让这
些农户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还能在家门口
找到工作， 不用远离家乡外出打工， 既能照顾家
庭，又能增加收入。

钟秀英总是耐心指导他们种植技术， 分享自
己的经验， 确保每一块土地都能发挥出最大的效
益。 合作社的发展不仅让农户们尝到了甜头，也为

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钟秀英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责任和担当，她
不仅是家庭的支柱，更是乡亲们心中的榜样。

从扛起一个家到温暖了一方土， 钟秀英在风
雨中播撒希望的种子。 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
的重担，用智慧的双手托起产业的希望，用爱与坚
韧书写了新时代女性的担当篇章。

“我们家的这个媳妇就是咱们家的一个顶梁
柱，非常感谢她这么多年不离不弃，没有放弃这样
一个家庭， 把老人照顾得很好， 把娃也照顾得很
好。 ”丈夫郭金龙由衷地说。

“希望合作社能够继续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
乡亲们一起致富，孩子今年高考，希望他有一个优
异的成绩，考上理想的大学。 ”钟秀英分享她的愿
望。

钟秀英：

刘家满

钟秀英

风 雨 无 阻 护 学 路
通讯员 陈静华

成晓玲：

成晓玲

清晨六点半，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育才东路的梧桐树
影，成晓玲已身着荧光绿执勤警服立于汉滨初中的校门
前。 指挥手势干脆利落，护送动作轻柔坚定，这位江南中
队的“警花”用 11 年时光，将护学岗站成了家长心中的
平安地标。 面对日均几万人次的通行压力，她独创“三时
段分流通行法 ”， 将育才东路的早高峰疏导效率提升
40%。 “成警官在，拥堵就少一半。 ”接送孙子上下学的张
大爷如是说。

“市一小低年级 17:50 放学， 汉滨初中 18:35 放学，
安康中学高三晚自习 22:00 结束。 ”成晓玲的执勤表精确
到每分钟。 面对三校交错的作息，她练就“移动式执勤”
本领：晨光熹微时驻守文昌北路汉滨初中天桥，暮色降
临时转战安康市一小斑马线。 当课后延时服务延长执勤
至 19:00，她创新“荧光书包识别法”，在昏黄路灯下也能

快速锁定需要帮助的学生。 3900 多个日夜，她累计护送
学童超 15 万人次，纠正交通违规 2.3 万起，头盔佩戴率
提升至 90%。

“阿姨，能借用一下您的手机吗？我爸爸还没来。 ”这
样的请求每周都会响起。 那个大雨倾盆的傍晚，她把浑
身湿透的小女孩裹进自己的雨衣。 她一边安抚着孩子，
一边用自己的手机联系焦急万分的家长。 雨幕中，她成
了那个小女孩最坚实的依靠。 待家长匆匆赶来，感激之
情溢于言表，而她只是淡淡一笑，转身又投入护学的队
伍中。这样温馨的场景，在她的护学路上屡屡上演。她用
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心。

2013 年， 成晓玲走上育才东路护学岗，11 年的时
光，3900 多天的坚守， 让成晓玲成为很多孩子心中最熟
悉的警察阿姨。 从那时起，她就把守护学生安全作为自

己的使命。 每天清晨
六点半，她准时到岗，
开始一天的工作。 无
论是烈日炎炎的夏
天， 还是寒风刺骨的
寒冬， 她始终坚守在
岗位上 ， 从未缺席 。
“孩子们的安全是最
重要的， 只要看到他
们平安上学、放学，我
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成晓玲坚定有力地
说。 她的工作不仅仅
是维持交通秩序 ，更
是用心守护每一个孩
子的安全。 每当看到
学生过马路时， 她总
是主动上前护送 ；每
当遇到家长接送孩子
时， 她总是耐心提醒
注意安全。

在学生们眼中 ，
成晓玲不仅是交警阿

姨，更是他们的“守护天使”。 她总是面带微
笑，语气温柔，让人感到亲切。 许多学生和家
长都记住了她的名字， 在接送孩子时遇到都
会主动与她打招呼、聊天。

“徐校长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到岗 ， 我们
怎么敢懈怠呢？ ”在榜样的感召下，成晓玲联
合几所学校，将育才东路的护校岗变成宣教
站。 设计“交通安全飞行棋”，编写“斑马线童
谣”，培养出几百名“少年小交警”。 如今，汉
滨初中过街天桥的自觉通行率达 98%，成为
全市文明交通示范点。 “成警官和学校教会
我们的，不仅是规则，更是尊重。 ”学生向芯
影展示着“交通安全执勤”绶带说。

深夜厨房还亮着灯， 她为生病的婆婆熬
制中药； 周末她带着女儿到慈幼中心教残障
儿童做手工。 2021 年至今，成晓玲的“日行一
善”从未间断，从水滴筹的 62 次捐助，到联合
爱心人士共同为环卫工人捐赠保暖手套和护
手霜，再到带动班级捐赠的 4200 元善款。 当被问及为何
坚持，她抚摸着警号微笑：“警徽要戴在心上，而不是肩
上。 ”

“妈妈，今天又有同学叫我‘小成警官’！ ”女儿的打
趣让她眼眶发热。 从满头青丝到鬓角微霜，11 年风雨在
警服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记。 那些锦旗安静躺在江南中
队荣誉室里，而更珍贵的“勋章”刻在百姓心里。 这勋章，
是家长自发组成的“护学志愿队”、是学生手绘的“最美
交警”画像、是行人的感激话语和亲切招呼……

成晓玲 2006 年至 2008 年在汉滨区新建职业高中
任教，随后于 2009 年至 2013 年 4 月期间在安康市新华
书店任职。 自 2013 年 6 月起，她一直服务于汉滨分局交
警大队江南中队，主要负责育才东路的护校岗工作。 11
年来，成晓玲的护学工作从未间断，她一直坚守岗位，甘
于奉献。 即使是在节假日，她也会主动到岗，确保校园周
边的交通安全。 她的坚守不仅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信
任，也得到同事和领导的认可。

“成晓玲是我们江南中队的骄傲， 她用行动诠释了
什么是责任和担当。 ”汉滨区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左斌夸

赞道。
在成晓玲和同事的努力下，育才路交通秩序明显改

善，学生和家长的安全意识也显著提高。 他们的工作不
仅保障了学生的安全，也为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树立了
榜样。

汗水浇开荣誉花，成晓玲也收获了上级的肯定和辖
区学校的赞誉。 2024 年 3 月，安康市第一小学一年级 13
班为她赠送锦旗；2025 年， 汉滨初中为她和汉滨区交警
大队江南中队赠送锦旗；工作期间，她多次被安康市公
安局汉滨分局评为“优秀辅警”。

“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这里就是我的岗位。 ”暮
色中的成晓玲依然身姿挺拔，荧光警徽与万家灯火交相
辉映。 在这条护学路上，她把自己站成一盏 11 年不灭的
平安灯，照亮无数家庭的幸福归途。

风雨无阻护学路，警花柔情守平安。 成晓玲用 11 年
的坚守，书写了一名人民警察的初心与使命，也为我们
树立了榜样。 她的故事，将激励更多人参与到护学工作
中，共同为学生的安全保驾护航！

成成晓晓玲玲在在执执勤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