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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考与她的9个孩子

走进勤考的家，4个七八岁的孩子正
围着桌子学习，看到记者进门，小家伙们
纷纷抬头张望，我朝他们挥了挥手，勤考
的小女儿也朝我挥了挥手。

在孩子们学习的房间墙上张贴着幼
儿拼音挂图，以及识字识物挂图，这让记
者对勤考有些刮目相看。因为勤考没上
过学，有了孩子后，勤考和丈夫带着孩子
们从柯生乡次汉苏村搬到了县城，就想让
孩子们接受比较好的教育！

每当周末，勤考家里总是充满孩子们
的嬉戏声与欢声笑语，9 个孩子，勤考夫
妻，以及勤考75岁的婆婆，一起吃饭、看电
视，累了，大家伙儿挤在有火炉的小房间
里，一部分人睡炕上，一部分人打地铺。
当屋子里安静下来，勤考还要考虑第二天
给孩子们做些什么好吃的，或者带他们去
哪里玩。

熟悉勤考的人都知道，这9个孩子，只
有 2个是她亲生的，而另外 7个是她和丈
夫收养的。

2014年春节，勤考一家回老家过年，在
路过一户人家时，勤考第一次见到 9岁的
才旦扎西光脚在草地上独自玩耍，穿着一
身单薄的藏袍，冻得瑟瑟发抖。勤考赶紧
送孩子回家却发现没人，向街坊邻居打听
才得知孩子父母离了婚，母亲回了娘家，父
亲不知去向。勤考便把孩子带回了家，给
他换上暖和的衣服，端上热乎乎的饭和奶
茶，孩子狼吞虎咽地吃完，勤考才知道他已
经三天没吃饭了，心里说不出来的难受。
过完春节，勤考和丈夫给孩子邻居留了话
便把他带到县城。后来才旦扎西的父亲来
找孩子，才旦扎西却哭得撕心裂肺，根本不
愿意跟父亲回去，还一遍遍哀求勤考：“阿
姨，别让我回去，我要和你在一起！”从此，
这个男孩成了勤考家的一员。

小男孩旦增久美是勤考在 2015年收
养的孩子，他的父母离异，父亲外出打工，
80岁的爷爷无法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善
良的勤考便把他接到身边。旦增久美不
知道怎么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经常对勤

考夫妻说，“你们是我的恩人，我长大了养
你们！”就在上学期末，旦增久美考了年级
第三名，捧着奖状回来就赶紧拿给勤考夫
妻看，这让勤考感动和欣慰不已。后来，
孩子将奖状带给年迈的爷爷，让他知道自
己现在上学了，还拿回了奖状！

勤考因为不识字没技术，给别人当保
姆，每个月挣1200元。丈夫元旦在县就业
局当司机，每月挣 1800元。记者问他们，
有没有压力？元旦说，孩子们上学都不花
钱，他和妻子节俭一点，生活没有问题，只
是周末妻子照顾大家太辛苦了！勤考笑
着说，不觉得辛苦，只要孩子们有个家，有
学上，我就很知足！

周六的确是勤考最忙碌的日子，家里
弥漫着饭菜香味儿，院子里搭满了孩子们
花花绿绿的衣服。夏天，勤考允许三个上
初中的大孩子学着洗自己的衣物，其它几
个季节都是勤考自己洗洗涮涮，让孩子们
在家享受更多母爱。孩子们非常懂事，一
起看电视动画片，总是大孩子们让着小孩
子，极少发生争抢遥控板的事件。每次三
个同上一年级的孩子一起抢着刷锅洗碗
和扫地，勤考心里总会漾起幸福的涟漪。
到周日下午，三个上初中的孩子就要返校
了，他们总是恋恋不舍。假日成了孩子们
最快乐最放松的时光，也是勤考感觉最充
实的日子。

在勤考的手机里存着很多孩子们的
照片，在院子里尽情地打水仗，去大草原
踏青，去郊外野游，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
……每一张照片里都透着一种欢乐和幸
福，而记者却从勤考眼睛里看到了暖暖的
爱的光芒，这是母亲对孩子特有的眼神。

见到勤考前，记者脑海里酝酿了很多
的问题，但是遇到不善言辞的勤考，那些
问题都变得极其简单，我们没有聊女性最
宝贵的品质，却从她身上实实在在感受到
那种至纯至善的大爱。9个孩子1个家，有
着依靠更有爱。9个孩子因为勤考，多了
欢笑；勤考因为9个孩子，多了幸福。

2018年11月，中央文明办发布“中国
好人榜”，勤考光荣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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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宏伟大业，为广大女性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
阔舞台。谁持红绫当空舞？在新黄南的建设中，她们用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心态与身姿，与时俱进、奋发有为，
在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中真正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成
为最美追梦人！

更藏措和她的“娘子军”

那年，初中毕业后的更藏措因为家里有 7个兄弟姐妹，父母无力供
她而辍学在家，两年后刚刚 16岁的她步入社会外出打工。打工的日子
辛苦又忙碌，小小的她一直憧憬有一天自己开餐馆。这个梦想在她 18
岁时实现了，她开了一家小小的但属于自己的餐馆。

那时，同仁县没有一家较大的藏餐馆，时常有顾客来询问有没有藏
餐，她从中发现了新的商机。她用积累的资金扩大规模，开了同仁县第
一家藏餐厅——热贡艺人阁餐厅，就在藏餐馆如火如荼之时，更藏措的
哥哥开了青海热贡民族文化宫，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更藏措被哥哥邀请
当助手。家族企业急需管理者，更藏措考虑再三转让了餐馆，加入到文
化宫的管理中。

那时已经32岁的更藏措管理企业的同时，给唐卡作品上色，从小喜
欢手工的她常常做做手工。2014年文化宫成立妇女之家，引进当地手
艺堆绣，又从天津引进十字绣、剁绣，免费给女性教技艺，为她们提供食
宿。这一举措不但让更多当地女性成为热贡艺术的爱好者和传承者，更
让很多外地慕名而来的女孩子也投身于手工艺品编织的热贡艺术。
2017年6月，更藏措成立了她的“娘子军”团队——同仁县巾帼民族手工
艺品生产专业合作社，全方位进行妇女手工艺品编织和热贡艺人的培
养，艺术品展览和文化交流等活动。目前，合作社已有 48名社员，大家
致力于弘扬藏文化，拓宽妇女手工编织艺术和唐卡艺术的影响力。

只有初中文化的更藏措在村子里很有名气，无论是村里活动还是妇
女们聚会，她都会以满满的正能量影响身边的人。合作社成立初期，更
藏措深感压力和责任大，带孩子、忙事业、学技能，但她把压力转换成内
心的动力，带领团队里的姐妹去西安、天津学习。她说，必须得出去走一
走！最难忘的是，更藏措带着 16个人去泰国旅游。这些不仅开阔了视
野，丰富了内心，更激发了大家学技能奔小康的信心与决心！

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她说，自己走到这一步，与丈夫多杰仁青
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合作社发展至今，与“娘家人”同仁县妇联的关心、指
导与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说起合作社的明天，更藏措说，十字绣和剁绣
的市场还没打开，以后的发展之路既充满挑战，又充满了机遇。遇到问
题，她会和爱人交流，会跟“娘家人”求教，相信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说起女性最宝贵的品质，更藏措说，女人必须要经济独立，才能有地
位，才能活出自己的价值，因而改变这个社会！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有志者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激励
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而更藏措带领
着她的“娘子军”，在影响和改变这些家庭的同时，也必将为乡村振兴事
业带来强劲的动力。

女猪倌拉措的创业路

八零后的拉措养猪已经13个春秋了。藏
族因为没有养猪的习惯，当初，全家没有一个
人支持她。说起她的创业路，拉措笑着说，三
天三夜也讲不完。

小时候排行老四的拉措，小学二年级就被
现实所迫辍学回家，和妹妹帮哥哥姐姐带孩
子，所以 12岁时，她学会了做饭。16岁时，拉
措出去打工，洗碗洗菜，学做面食，后来，她又
到尖扎县城夜市摆摊烤羊肉，直到拉措的指关
节因常年接触冷水而疼痛变形。拉措开始思
索，自己以后的路到底怎么走。

2006年，21岁的拉措看准当地饲料丰富
的资源优势，试着养猪，就这样过了几年，拉措
对养殖业越来越有信心。2011年 11月，尖扎
县昂拉乡八庄拉措仔猪繁育专业合作社成
立。拉措去买了 15头猪崽拉回来养，等那些
猪出栏时肉价上涨，拉措实实在在赚了一笔。
这让她很兴奋，她下定决心搞好养殖业，第二
年和姐姐联手，商量并说服父母，用家里的两
亩撂荒地，投资三四万元建了 16间猪舍，买了
60头猪。那年，拉措又赚了一笔，这让她信心
倍增。于是又到甘肃购买了 80头生猪，就在
拉措对美好的未来充满期待的时候，那些猪却
一个个病倒了，最后死的只剩下两头。她躺了
整整两个月，茶饭不思，不想见人，那段经历使
拉措陷入了人生最低谷。原本家人都不支持，
大家都以为这下她该放弃了吧！可是两个月
后，拉措重振旗鼓，拿房产证作抵押，找朋友借
了两万元的高利贷，又买了 60头猪重新开始
养殖。就在此时，尖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兽

医站站长主动上门，鼓励和支持合作社搞养殖
业，为拉措和村里另外四家购买了几十头母
猪，那四家积极性不高，于是，拉措收购了那几
家的母猪，到第三、四年，养的小猪达到200多
头，拉措与尖扎县两所学校先后签订了收售协
议，拉措的合作社越办越好！

说起养猪这些年的各种经历，拉措侃侃而
谈。那时猪病倒了，她说，死也要死在家里，病
猪坚决不能流入市场！为了降低猪仔的死亡
率，大冬天，拉措睡过猪舍，甚至抱小孩一样抱
着生病的小猪崽去打点滴。因为猪病死事件，
拉措将防治工作放到第一位，懂得养殖要以科
技为支撑，经常咨询专家、自己查资料，掌握基
本知识。每到疫苗接种时，她还请专家来接
种。这么多年的养猪经历，拉措不仅仅成为村
里小有名气的女猪倌，她还学会给猪简单看病
和治疗，连兽医站工作人员都感叹，拉措懂得
可真多啊！她还加入了一个仔猪养殖微信群，
有问题就及时与群里的专家和全国各地的同
行请教和学习。

2016年 12月，拉措注册了尖扎县金源商
务宾馆，并于 2017年 9月尖扎县首届“五彩神
箭杯”自由搏击争霸赛举行当日开始营业，那
五天赚了两万五千元，宾馆迎来“开门红”。

说起女性最宝贵的品质，拉措说，应该是
自强实干！而她也是靠自己脚踏实地和勤劳
肯干，创造出了美好生活。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如今，吃苦耐
劳的拉措成为当地产业脱贫的生动典型，而她
依然每天不辞辛苦奔波于合作社与宾馆之间，
继续以猪倌的事业为契机，抢抓政策机遇，全
力开启她和身边人不一样的脱贫致富梦！

赵廷梅的十年

2008年12月，即将20岁的年轻女孩赵廷梅来到泽
库县人民医院，带着内心的憧憬，谨记护士必备的细
心、责任心、爱心，开始了她的护理生涯。

2009年12月的一天，赵廷梅正值夜班，十点多时，
一位藏族群众急匆匆走进护士站，要求去他家为产妇
接生，产妇腹痛剧烈可能要生产了，赵廷梅和值班医生
扎西迅速准备好接生物品出了门。

到达后发现他家是新盖出来的土坯房，产妇就躺
在铺着简单被褥的地上，此时已经呻吟得已有气无力
了。借着昏暗的灯光，赵廷梅看到她鼻尖冒出了细小
的汗珠，通过询问病史和查体诊断是初产妇并且宫口
已开全，赵廷梅立即打开产包，戴上手套做好接生准
备。产妇剧烈宫缩使她非常痛苦，赵廷梅和同事毫不
犹豫地跪到冰冷潮湿的地面，“用力、深呼吸！再用
力”……一番声嘶力竭后，鲜活的小生命终于呱呱坠
地，母子平安！赵廷梅和同事长舒了一口气，处理好产
妇和新生儿时，赵廷梅已在地上跪了近两个小时，她还
不停地给产妇和家属叮嘱产后的卫生保健知识。忙完
这一切已是夜深人静，天上飘起了雪花，一切显得那么
静谧，赵廷梅拖着僵硬的腿一瘸一拐回到医院，然后赶
紧坐电炉子旁搓着早已麻木的膝盖，满脑子都是小生
命降生的神奇画面，心里充满了美滋滋的成就感和对
自己职业的敬重，连裤子烤到冒烟都没发现。从那之
后，每逢雨雪天气，赵廷梅的膝关节就成了“天气预
报”，尽管这样，赵廷梅说她无怨无悔。

2013年赵廷梅担任护士长，先后管理外科、手术室
护理团队，曾多次获得优秀科室称号。

2017年赵廷梅被任命为护理部主任，同时兼手术
室护士长，这就意味着肩上的担子更沉了。面对着一
桩桩一件件困难，赵廷梅没有气馁。7月的一天，阳光
明媚，风景怡人，泽库迎来首届环阿尼措更湖徒步赛，
赵廷梅和同事们踊跃参与，兴高采烈地参加完全程约
15公里的徒步比赛，晌午一点半大家拖着沉重的双腿
回去吃饭，吃到一半接到通知，需要到当时还在新建的
医院工地讨论手术室修改流程事宜，当时赵廷梅很想
请假，因为浑身疲惫不堪。转念一想，“新家园”的流程
不畅会直接影响到医疗工作，犹豫片刻她还是坚持去
了现场，听取领导们的意见建议后，她回办公室反复设
计绘画简单图纸，一直加班到7点半才结束。下班时途
经急诊科，送进来一位急救病人，她立马参与到抢救工
作中，不知不觉已是晚上 10点 40分，患者病情趋于稳
定，交给值班护士后，赵廷梅才下班回家，一进门倒头
就睡着了。晚上11时07分电话铃声急促响起，有好几
台急诊手术。赵廷梅一听，立马打起精神，顾不得双腿
酸痛急奔医院。宫外孕输卵管破裂、阑尾穿孔……手
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凌晨4点30分所有手术完毕，患
者被送回病房，赵廷梅紧绷的弦这时才松了下来，顿时
感觉浑身酸痛……

说到女性最宝贵的品质，赵廷梅说，是对自己职业
的那份钟爱与坚持。赵廷梅用她十年的青春年华领悟
和阐释白衣天使的内涵，用她十年的坚持和坚守把握
并书写那份沉甸甸的担当与责任！

在繁杂而琐碎的平凡岗位上，不辞辛劳、救死扶
伤，是医护人员的本职所在，亦是向宝贵生命的致敬。
这些故事只是赵廷梅在泽库县人民医院这十年里的两
个片段。无论风雨，不管严寒，赵廷梅和她的同事们始
终坚守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把平凡转化成别样的精
彩，也演绎出别样的青春！

扫一扫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