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大萍，现任辽源市客运总站副
站长。工作 20多年来，她从一名普通
站务员先后担任服务班长、值班站长、
副站长职位，一年到头很少休过节假
日和星期天，无论冬夏，总是早来晚
走，脏活累活干在前，捐款、献血走在
前，工作中处处用一个党员的标准衡
量自己的一言一行，勤劳务实，清正廉
洁，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和广大旅客的
爱戴，为客运总站的发展赢得了荣誉，
作出了贡献。王大萍先后被授予“辽

源市特等劳动模范”“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路运输先进工作
者”“全国妇女巾帼建功标兵”“市道德模范”“吉林好人”“吉林省最美家
庭”、省第十次、第十一次党代会党代表等20余项荣誉称号。

王大萍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妇女半边天作用，带
领全站干部职工广泛开展爱岗敬业、明礼守信教育和文明诚信优质服
务等文明创建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窗口文明氛围，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
赞誉。多年来，王大萍始终坚持“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宗旨，带领以
她名字命名的“王大萍服务班”，坚持弘扬和传承雷锋精神，用“雷锋服
务车”终年不息地为旅客提供送水、送药、送报等义务服务，把重点旅客
候车室作为情意相浓的“温馨室”，帮助重点旅客购买车票，搀扶重点旅
客上车，为旅客解决困难，对待旅客胜似亲人。在王大萍的倡议下，站
务班组设立了“爱心基金”，目前已为 546名危难旅客购票、购药、购买
衣服和食品，支付基金6000余元。

王大萍勤恳好学，业务过硬。为了练好手语服务，她常常骑车去远
在郊外聋哑学校，站在教室外面跟着聋哑学生一起学习；她带领站务班
组规范了服务工作流程和岗位工作标准，绘制了各岗位工作流程图15
份，修订了各岗位工作标准 196条；为了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和文明素
质，修订总结各岗位文明用语 210条，创建了安检“六个一工作法”“四
勤、五心、六主动”服务法、“车管员13535”和“1322”管理制度，整理完善
了《站务工作指导手册》，为提升客运站服务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客运总站“心连心”志愿者活动开展以来，王大萍带领她的志愿者
活动小组，开展了一系列深入到社会的志愿者活动。几年来，王大萍带
领的志愿者小组发展帮扶对象 14人，投入帮扶资金（含衣物及生活用
品）5000余元。她们的善举，不但发挥了“心连心”志愿者活动“志愿服
务献真情，爱心传递促和谐”的积极作用，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
响，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被省志愿者协会评为“吉林省优秀志愿者”。

客运站里的“贴心人”
——记全国妇女巾帼建功标兵王大萍

张世英，现任辽源市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玉米所所长，农业部国家玉米
产业技术体系辽源综合试验站站长。
自 1986年从吉林省农业学校毕业后，
她始终坚持在农业科研第一线，至今
已经33年了。

农业科研工作者的科研岗位与其
他人不同，不是在宁静的实验室里，而
是在广阔的田垄间。农村的广阔天
地、万亩良田就是张世英孕育丰收希
望的广阔舞台。1994年，她带领科研

人员从“零”起步，开始对“玉米新品种选育”进行科研攻坚。创业是艰
苦的，没有基地，就暂时租用农民的土地；没有试材，就奔赴各地想方设
法搜集不同血缘关系的种子资源，引进试材；缺乏资金，就节省一切能
省的钱，午餐和用水从家中自带，整地、划区、播种、授粉等都亲自动手
完成。为了便于对种苗各个生长阶段进行记录和观察，张世英和大家
经常吃住在实验田里，住的是破旧的、四面漏风的简陋工棚，一到刮风
下雨天便常会遭遇“透心凉”。但她始终怀着责任和使命，不怕苦、不怕
累，发扬敢打硬仗的精神，愣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培育出了 22个玉
米新品种，亮出了农科所的品牌和威信。

为了缩短试验周期，加速育种进程，2008年，张世英和科研人员在
三亚建起了南方繁育中心，承担起冬季科研育种的任务。此后，她每年
都要在十月份到第二年的五月间常驻海南。刚去海南的时候条件十分
艰苦，吃住都要在黎族农民家，附近连女厕所都没有。高温高湿环境
下，药壶刺鼻的气味经常使张世英头晕、恶心、四肢无力、但看到小苗在
微风中轻轻拂动的姿态，她坚强地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三十多年以来，张世英克服困难，一直坚守在育种一线。回首三十
几年艰辛科研路，她欣慰没有辜负组织的重托和期望，也遗憾事业家庭
难两全。张世英没有给孩子开过一次家长会，在老人弥留之际也未能
尽到做女儿的最后孝道，除夕夜她在地里为玉米授粉和记录……

一分辛苦，一分收获，播下生命的种子，收获事业的硕果。张世英
的付出得到了组织认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被评为“吉林省拔
尖创新人才”“吉林省第十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吉林
省‘三八’红旗手”“吉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玉米田的守望者
——记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张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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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她们 在你我身边

纪丽威，一个“80 后”的农家姑
娘。初中毕业后，贫穷的家庭环境，让
纪丽威不得已只身一人到外地闯荡。
多年的打拼，纪丽威穷困潦倒过，也风
生水起过。大城市霓虹初上时，纪丽
威总会想念远方的白山黑水。留下，
还是回去？经历了数不清的难眠之
夜，2010年，纪丽威自筹 180万元资金
毅然返乡，来到辽源市灯塔镇龙背村
建了一个肉鸡饲养场。

经过多年运营，纪丽威的肉鸡养
殖场循环发展养鸡10万只，入社社员已达50户，带动了当地村民300多
人就业，合作社户均增收 5万元。龙背村也由过去单一农业种植开始
向养殖业生产转变。

2015年，纪丽威赶赴广东佛山学习蚯蚓养殖技术，并带回了200斤
养鸡用的蚯蚓苗。经过细心养护，纪丽威把长成的蚯蚓喂给蛋鸡，几个
月后第一批“蚯蚓蛋”面世。“蚯蚓蛋”蛋黄更大，颜色更深，营养价值更
高。

纪丽威的农业梦逐步开始实现，不仅有了自己的产品，还建起了果
蔬大棚，把蚯蚓粪作为有机肥料，利用蚯蚓粪里的大量有益菌，改善土
壤生态环境，培育出营养价值高的有机果蔬，逐渐打造出养鸡——鸡粪
发酵——养殖蚯蚓——蚯蚓喂鸡——鸡下蛋的绿色生态循环养殖产业
链。一次偶然的机遇，纪丽威从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创业培训班回来后，
彻底打开了眼界和思路，开始向电子商务转变，将“蚯蚓蛋”投入互联网
平台销售。短短五个月就实现收入 200多万元，目前，销售额已达到
1400万元。如今，“两只母鸡”的产销模式成了业内传奇，纪丽威带领村
民和她一起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干事业，不能安于现状，要不断追求、持续奋斗与创新。”这是纪丽
威最常说的一句话。在纪丽威的创业历程中，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给
予了她很多支持和荣誉，妇联推选她为“吉林省‘三八’红旗手”和“十大
返乡创业金凤凰”，纪丽威身上多了更多的责任和动力。未来，纪丽威
会继续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在家乡的山水田园间，用智慧和勤奋一步步
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白玉晶，现任辽源市水务集团供
排水维护服务公司排水维护队队长。
她带领维护队全体职工不分春夏秋
冬，不分昼夜，年复一年，以污泥浊水
相伴，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
的贡献。自 1998年参加工作以来，白
玉晶把青春和汗水都无私地奉献给了
排水事业。

每年的冬天，家家户户沉浸在喜
迎新年的喜悦中，室外温度达到零下
20—30多度，每逢遇到上水管线断裂，

为防止冰面对行人、车辆安全造成威胁，白玉晶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
刻，赶赴现场。用镐、冰雪铲一块冰一块冰地刨，配合铲车铲冰水混合
物。大汗淋漓使头发上升起的白色的气雾瞬间又凝结成霜，鞋和裤子
被溅起的冰水覆盖上一层薄冰，走起路来咔咔直响。

2013年8月，受台风“布拉万”影响，白玉晶的团队肩负着辽源市区
抗洪抢险任务，大雨如果毁坏了排水设施，后果不堪设想。接到任务
后，她脑中防汛的神经时刻绷得紧紧的，早早地就将各种车辆配备的防
汛装备安装完毕，排水泵房的后备电源安排到位，为防护重点部位两座
公铁立交桥封道警示牌、警示带也准备就绪。暴雨来临，为了观察市区
低洼地段积水情况，白玉晶穿着雨衣、靴子提前对开始低洼地段进行巡
查，在各排水井之间奔走，用手将排水井的垃圾往外掏，衣袖湿了，雨水
顺着领口往里灌，这时温度极速下降，冻得她直打哆嗦。这次抗洪抢险
任务，在白玉晶团队的努力下圆满完成，吉视都市等媒体对建材道口处
理积水情况及时进行了报道，高度赞誉了水务人恪尽职守，无所畏惧的
工作态度。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下大力量对弃管楼进行改造。由于多年来排
水不通，出户井被百姓私接成化粪池。白玉晶第一个下到化粪池，按照
管对应的位置砸窟窿重新接管。她踩在粪便中忍着恶臭，抡开大锤一
锤锤地砸混凝土管，溅起的粪水喷得满脸。维护队用了13天改造了17
栋楼，住户们千恩万谢，困扰了他们几年、十几年的难题解决了，而其中
的辛酸与辛劳只有白玉晶自己知道。

白玉晶和团队的付出给千家万户、给整个城市带来了清洁、文明，
保障了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行，也得到了省、市各部门的高度赞扬。排水
维护队先后获“辽源市‘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称号，白玉晶本人也先
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白
玉晶用忠诚和奉献染红先进的旗帜，续写水务事业发展的新诗篇！

韩丽，现任朝阳村党总支书记、主
任，安石镇党委副书记。十五年的锐
意开拓、奋力拼搏，往日远近闻名的特
困村，变成了县级首富村、市级明星
村、省级示范村。韩丽先后获得“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吉
林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并光
荣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吉林省委
候补委员、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作为村书记，韩丽千方百计想办
法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和走访调研，韩丽自
己掏腰包购买了螃蟹种苗，通过两年的试养，获得了成功，并得到了合
作社成员的认可，村民也踊跃地加入合作社。为使村里的特色农产品
可以推广到全国各地，韩丽带领村班子加大资金投入，打造自己的网络
销售平台，将村里生产的“鴜鹭”牌蟹稻米，龙虾米、笨榨豆油、乌鸡蛋、
杂粮等全部放到网上销售。她还积极参加各地展销会，把自己的产品
带到全国各地。现在的朝阳村，全村年生产总值9000万元，集体资产达
到2000万元，人均收入30998元，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首富村、明星村、
示范村。

韩丽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多方面努力，招商引资，建成了两家占
地面积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的袜厂，解决了本村及邻近村
镇就业 400余人就业问题，为村民开工资 1300余万元。在韩丽的带领
下，朝阳村几年来共建设村办企业7个，包括朝阳村袜厂3家，朝阳村笨
榨油厂、朝阳村稻米加工厂、朝阳村朝鲜族饭店、朝阳村无障碍扶手厂，
总投资4500万元，年产值9000余万元。

在韩丽的推动下，朝阳人继续探索拓宽发展道路，利用村里的5000
亩水田，大力实施水田生态养殖，通过在稻田放养螃蟹、养龙虾、养泥鳅
向有限的土地资源寻求更大的经济收益，并且通过建设小龙虾种苗繁
育基地，朝阳村的水田立体种养初具规模，产出的稻米、河蟹、小龙虾在
省内外供不应求，每亩水稻的纯收入高达9000多元。目前，“鴜鹭”牌系
列农产品已经通过国家商标总局审核通过，朝阳村乌鸡蛋、蟹稻米、笨
榨豆油一并冠以“鴜鹭”商标，并通过国家农业部认证，被吉林省工商局
评为“吉林省著名商标”。

2017年，朝阳村被正式列为国家级民族特色村寨挂牌村。韩丽计
划立足少数民族村特色，充分依托政策优势，把朝阳村打造成集旅游观
光、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2018年 7月 5日，国家税务总局
辽源市税务局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
分税制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中国税务
新征程。全市税务系统424名女干部
以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奋斗精神，
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在平凡的岗
位上创造着不平凡的业绩，展现了新
时代女税官的风采。

刘晓芳，原地税局财产和行为税
科科长。机构改革过程中，她带领同
事加班加点工作，经过3个月努力，将

全市存量住宅评估价格全部调整到位，为征管改革站好了“最后一班
岗”。机构改革中，组建工作千头万绪，她没有畏惧、没有退缩，带领中
心全体干部，短短两个月就使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在减税降费政策宣传
辅导工作中，她创意制作的动画宣传片作为全省税务宣传亮点上报国
家税务总局。没有豪言壮语，刘晓芳用她的真心为他人送去缕缕“芬
芳”。

张永芝，现任龙山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负责人。在纳税服务的岗
位上，她32载如一日，用奉献诠释责任，用真诚赢得信任。龙山区税务
局管辖业户最多，办税服务厅每月受理业务都在 1万件次以上。为了
更好服务纳税人，她严格执行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服务制，辅
导纳税人办税；申报期人多时，直到为最后一名纳税人办完业务才下
班。她带领的团队被吉林省税务局授予“青年文明号”，她本人连年被
评为“优秀公务员”，荣立“三等功”，获“龙山区十大杰出优秀女性”称
号。优质纳税服务背后，是张永芝巨大的付出，她在为税收事业打拼中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齐晨宇，“90后”，2016年 8月成为一名税务新兵，现任西安区税务
局办公室科员，负责文字综合、机关事务、资产管理、绩效管理、财务会
计等工作，典型的“一人多岗”。面对纷繁多样的任务，齐晨宇从不叫苦
叫累，更多的是默默地“躲在幕后”工作。任何一个人看到她“数据无差
错、编报无遗漏、进度无拖延”的成果后，都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齐晨
宇虚心求教、刻苦钻研，有时独自加班到半夜十一二点。由于业务精
湛，她还多次参与省税务局新财务软件上线工作，圆满完成了自己负责
的任务。在这个“90后”女税官身上，让人感受到的是阳光、执著、责任、
担当和奉献，看到的是税收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刘晓芳、张永芝、齐晨宇是全市税务系统广大女干部的优秀代表，
她们在波澜壮阔的税收改革进程中，勇于担当、冲锋在前、扎实工作、无
私奉献，用自己的行动，演绎着一个个平凡而又精彩的生动故事，谱写
出一篇篇绚丽而又无悔的华彩乐章。

龙背上的金凤凰
——记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纪丽威

城市排水管网的守护者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白玉晶 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村官”

——记吉林省“三八”红旗手韩丽

最美女税官展风采
——记税务系统优秀女干部刘晓芳、张永芝、齐晨宇

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与时代同行，为梦想不断奋斗。

工作中她们爱岗敬业，生活中她们勤俭持家，展示出当代女性的风采；她们倾心大家舍小家，无怨无悔，用无私的奉献

精神，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轨迹。

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让我们走近她们，倾听她们的故事、分享她们的精彩人生——

3月8日国际妇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