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熊蕊

现任雅安日报传媒集团时政新闻
部主任、记者。曾获全国、省、市新闻
奖20多个，其中四川省新闻奖18个。
2020年被评为四川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

从2009年进入雅安日报社至今，作
为一名记者，熊蕊已在一线工作了 13
年。过去的这些年间，她奔走在雅安大
大小小事件的第一线；记录了古路村从
出行靠骡马道，到如今车来车往的变迁；
也走遍了雅安两区六县，让更多人看到
自己的家乡。

作为一名记者，她总想让人们见到
雅安真实的一面。为此，这次赴京参会，
她带了两本书。一本叫《翻山记》，另一
本叫《同一个家园》。一本记录了雅安灾
后重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故事；另
一本与生态有关，讲述雅安积极支持大
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的故事。

见证：
悬崖上的村庄村民增收摘掉“贫困帽”

2013年2月，刚从财经新闻转战时
政新闻的熊蕊参加了全国两会的相关报
道。在此期间，她认识了时任全国人大
代表、汉源县永利乡古路村党支部书记
的骆云莲。

那时，古路村是雅安最边远、最偏
僻、最落后的一个村子，大家出行走的是
骡马道，出村要花4个小时。骆云莲上
北京时，村里人把心愿都托付给了她。

古路村的脱贫之路开始进入熊蕊的
视野。两会过后，古路村开始被更多人
关注。从那时起，数年中熊蕊多次往返

于古路村那条凿在悬崖上的骡马道，记
录这个村庄的变迁。

2018年底，古路村摘下了“贫困村”
的帽子。2019年，熊蕊再次来到古路村，
村里变化更大。村民收入增加，坐车、开
车进村出村，快递也能送到村上了。

回顾这段经历，熊蕊说，作为一个悬
崖上的村庄，古路村既平凡又特殊，可以
从它的变化中窥见中国农村脱贫奔康的
历程。“一个村庄的故事，也可以是一个
国家的缩影。”

现场：
直击抢险救灾持续跟进灾后重建

2013年“4·20”芦山地震，熊蕊是最
早进入灾区的记者之一。一进核心区
域，她的笔就没停下来。熊蕊到的第一
个地方是双石镇，交通中断后，那里成了

“孤岛”。随即，她把在现场的所见所闻
写成了《双石，坚强！双石，自强！》。

当时，雅安日报要闻版编辑宋景每天
最期待的，就是熊蕊从灾区采写回来的报
道:那是身患乳腺癌的母亲，用手扒开废
墟，把孩子递出来的故事；是一个100余
人的村组，仅有4顶帐篷，全部让给刚生
完小孩的产妇和村里的老人，其他人用油
布、晒垫搭“帐篷”的故事……

后来，灾后重建开始，熊蕊又被抽调

进入灾后重建的报道组。那时，她跟着
工作组去了芦山要开展灾后重建的各个
乡镇村庄，写了很多生动的报道。此后
的灾后重建工作，也成为熊蕊长期关注
的领域。

家乡：
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她写下22个故事

从事新闻工作久了，熊蕊也尝试做一
些更深的东西。去年10月，大熊猫国家
公园正式设立。她说，对雅安而言，生态
和熊猫都是特别的，作为一名雅安记者，
理应大力关注。通过口述实录的方式，记
录其中的人和故事，是她近期在做的事。

打开采访本，她列下30多人的采访
名单。如今，她写完了22个故事。她
说，守护大熊猫和生态环境，不是赶鸭子
上架随便叫个人就能做的。围绕在大熊
猫国家公园周围的护林员、土专家、科研
工作者，默默付出了很多努力，也作出了
很多贡献，他们生活在其中，才组成了现
在的大熊猫国家公园。

她说，在记者这份工作承担的责任
面前，个人的能力有限。因此，她常把自
己做的事比作微光。“很多微光聚集在一
起，也会成为一个温暖人心的东西，这就
是我作为一个记者的使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肖洋

二十大代表风采

熊蕊（左）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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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风采

人物名片 查玉春

资阳市雁江区保和镇晏家坝村
党总支书记，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先后荣获“四川省劳动模范”、“全
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2022年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

查玉春（左）和村民拉家常。

白墙灰瓦、绿树红花、低檐窄巷……
今年国庆期间，资阳市雁江区保和镇晏
家坝村吸引不少游客，这里打造的乡村
公园社区，让乡野里彰显公园气息。在
离资阳城区约10公里的晏家坝村，很多
人找到了“诗和远方”。

从全镇最差的村，到如今的全国美
丽宜居村庄、全国文明村，查玉春是那个

“背后的推手”。从2001年起，查玉春怀
着让群众都过上好日子的决心，放弃了
城里每月3000元收入的工作，回到晏家
坝村挑起党总支书记的重担，带领村班
子挖掉“穷根”，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把昔
日贫穷落后的晏家坝村，发展成为令城
里人都羡慕的乡村公园。

敢闯的女支书：
带着村民拔“穷根”

村民人均纯收入大幅提升

晏家坝村三面环水，一面环山。过去，
这里的交通条件极其不便，村民要把农作
物挑到村外售卖，需翻两座山、蹚两条河，
通行全靠一条泥巴路。“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脚泥”是村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要改变现状，首先就要把路修好。”
2007年，泥巴路已变成碎石路，查玉春
想让这条路再变成水泥路。消息传到村
里，却遭到了大部分村民反对。5.5公里
的水泥路，预算需要170余万元。“有群
众认为造价太贵了，也有人说一个女人
修不好路。”查玉春说。

面对群众的不理解、不信任，查玉春
翻来覆去睡不着，左思右想后，她认为党
员要带头冲在最前面。

于是，查玉春带领党员干部跑上级部
门争取项目，跟在外成功人士争取捐资，跑
到每个村民家中争取支持。同时，她带头
向亲朋好友借钱，带领村支部贷款，最终筹
齐建设费用，建成资阳市首条村级道路。

路解决了，村民如何致富？
查玉春深知，晏家坝村之所以穷，根

子在观念。当地群众固守着上半年种麦
子、下半年种谷子的旧观念，让她决心再
次冲在前面，带着村民拔“穷根”。

查玉春到成都的蔬菜基地学习，回

来后找到当时的雁江区农业局，说出自
己的想法，拉回了一袋最优质的花菜种
子。随后，她把自己的3亩红苕秧全部
拔掉，种上花菜，并号召村民一起种。

那一年，花菜丰收，一亩地收入就有
8000元左右。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后，
村民都跟着种植蔬菜，并逐渐尝到转变
观念带来的甜头。

此后，查玉春带领晏家坝村产业又
实现了三次变革：推动种植反季节大棚
蔬菜，生猪规模化养殖实现种养结合，引
进明苑湖、明达生态有限公司、西建果业
入驻发展实现农旅结合，打造文创项目
实现乡村文旅结合。而晏家坝村农民人
均纯收入也从2001年的不足800元，提
升到2021年一举突破2.6万元。

贴心的“查老娘”：
发展不能损害村民利益
把老百姓冷暖放心上

今年将年满60岁的查玉春，显得极
其干练。她熟悉晏家坝村的每家每户、
每一个角落。多年的工作中，她坚持“热
心、耐心、爱心、真心”的四心工作法，被
不少人亲切地称为贴心的“查老娘”。

2018年，多名村民反映村上某公司
污水直排、臭味难闻，严重影响空气质量
和周边生活环境。得到这一情况后，查
玉春立即召集村“两委”研究对策。

“群众利益无小事。”会后，查玉春立
即跑到公司要求整改，公司表面答应，却
迟迟不见行动。雷厉风行的她再次带领
村组代表上门与该公司谈判，双方唇枪
舌剑，查玉春态度坚决，“如果他们当时
不解决，我绝对要求他们搬离，发展不能
损坏群众的利益。”

面对执着坚定的查玉春，该公司最

终进行了整改，花费300多万引进沼液
发电系统，污染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每月15日，是晏家坝村代表联络站
接待日，查玉春总会早早来到接待室，了
解群众所想、所盼，切实解决遇到的实际
问题。结束时，她通常会告知群众自己
的电话，并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有时群
众一个电话，她就要跑上一两个小时，甚
至是半天，但她无怨无悔。

美丽乡村“带头人”：
继续壮大集体经济

打造田野里的“诗和远方”

道路宽了，村民富了，然而村民的居
住环境却与发展格格不入。

“面子亮了，里子也要变。”日常工作
中，查玉春发现，有些村民的文明卫生习
惯还比较差。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她召
集村班子商议，提出让“文明新风入农
家”，带头开展党员二维码亮身份作承
诺，建立党员责任区，引导村民集中居
住，进行风貌改造600多户，建成了现代
农民别墅小区、农户居民集居点。

同时，为了丰富农村的精神文化生
活，晏家坝村还建起了农村书屋，妇女们
组织了坝坝舞队。

2020年，查玉春引入成都一家公司
参与乡村振兴建设，与乡村营造专家一
起，开展农房风貌塑造，发展民宿产业
等，让晏家坝村面貌更加焕然一新。

对于村里的未来，查玉春思路清晰，
“我们村一步步壮大，靠的就是产业，靠
的就是集体经济。”她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围绕盘活乡村资源，培育更多的集体
经济新产业、新业态，让晏家坝村真正成
为田野里的“诗和远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美丽乡村“带头人”查玉春：

扎根乡村21年，她是群众贴心的“查老娘”

记者熊蕊：

独立思考真实记录让微光聚成暖阳温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