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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每日人物

“我的孩子已经5岁了，我也经历了
两届四川省两会。”省两会开幕前，记者
见到肖芳时，她笑着打趣道，作为连任
的省人大代表，感觉自己的履职和人生
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

1991年出生的肖芳，是成都地铁4
号线电客车组长，也是全国首位藏族地
铁女司机，今年是她履职的第八年。作
为一个连任两届四川省人大代表的“90
后”，这些年，她主要立足民生领域，关
注的议题从教育到医疗，每一件都与百
姓生活息息相关。

丹巴女儿搭上时代快车

肖芳的童年是吹着高原的风、听着
山间的流水声长大的。

她的家乡在甘孜州丹巴县色足村，
那里是著名的“美人谷”。小时候的她，
梦想是当一名医生或者老师，过平淡安
稳的生活。因为对她来说，山的另一
头实在太遥远。

后来，村子里刮起了外出务工风，
很多年轻人初中毕业后就选择出去打
工，其中就包括肖芳。不过，她没有出
省打工，而是跟随姐姐在九寨沟歌舞团
跳舞挣钱。

到了2009年，或许是不甘吃这碗
“青春饭”，抑或是想去山那边看看，这
一年，她来到内江铁路机械学校学习。
起初，她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后来发现
学校的铁路专业是王牌，于是换到了电
力机车专业。在中职校的第三年，她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地铁公司。

来自大山的丹巴女儿从此搭上了
时代的快车，开始与地铁结缘。

从地铁新手变身老师傅

2011年，20岁的肖芳进入成都地铁
实习，并在一年后考取了地铁列车驾驶
证。要知道，当时成都地铁很少有女司机。

“我们那一批只有我一个女生。”肖
芳回忆，自己刚跟着师父练习驾驶时，双
手死死握住手柄，十分紧张。因为对自
己的表现不满意，下班后她又去其他车
队练习，每天比别人多练一到两个小
时。熟能生巧，一个月后，她终于找到了
自己的速度感，也开始担任地铁1号线的
司机。彼时，成都仅有一条地铁线路。

凌晨四点半开始出勤，不足两平方
米的驾驶室，她每天需要在黑暗的隧道
中穿行超过8小时，并且目光必须时刻
在仪表盘和隧道间切换。这也让她练
就了一门绝技：手指口呼，即司机眼睛

看到的每个内容，都要用手指到、用嘴
说出，这样既能集中注意力，司机间也
能相互提醒。“一个单程开完，要手指口
呼近400次。”肖芳说。

随着地铁驾驶技术发展，自动驾驶
模式逐渐普及，肖芳说，现在司机主要是
监控列车运行，以及处理突发应急故障。

十四年来，成都地铁线路快速“生
长”，数量从1条增至16条，肖芳也先后
担任了1号线、2号线、7号线和4号线司
机，驾驶轨迹遍布成都的东南西北。她
见证了成都地铁的“成长”，成都地铁也
见证了她的蜕变。从握住手柄都会紧
张出汗的“小白”，成长为操作熟练的电
客车组长，她还培养了13名徒弟。

处在重要的民生保障岗，虽然辛
苦，但肖芳心中却是幸福感满满。生活
中，作为乘客的她，更是切身感受到了

地铁的便捷。
地铁19号线开通后，家住温江的她

去天府机场可一线直达，不用担心上班
晚点。轨道交通资阳线开通后，她去重
庆办事，因为没买到返程高铁票，于是
选择先到资阳，再坐地铁回家。“出高铁
站就是地铁站，没有舟车劳顿，只有丝
滑畅快。”在感叹交通巨变的同时，肖芳
愈发热爱自己的工作。

围绕民生领域建言献策

成为省人大代表后，肖芳对民生领
域十分关注，她几乎记得每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对于民生保障的提法，并在履职
过程中特别留意相关话题。

之前，她作为一个新手妈妈，关注
普惠型公办幼儿园和高质量幼师队伍的
建设问题，围绕“如何让婴幼儿受到高品
质低收费的学前教育”等问题建言献
策。今年，她关注的依然是民生方向，聚
焦医疗领域，建议提升社区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社区有很多老人和小孩，提升
社区医院数量和质量，能一定程度上保
障其就医速度和便捷度。”站在时代的
浪尖，肖芳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由于工作忙碌，肖芳现在一年回丹
巴的次数就两三次。村子还是那个村
子，肖芳也还是那个丹巴女儿，不同的
是，时代的注脚，已在每个人、每个地
方，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作为一名地铁司机，肖芳表示，无
论是走上两会会场，还是在地铁一线，
她永远不会忘记为民的初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奕
杨芮雯

“手指口呼”曾是肖芳的绝技。受访者供图

1月20日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四次
会议举行首场“代表通道”，李婷走上通
道，讲述自己与“两弹一星”的故事。

位于绵阳梓潼县的两弹城，作为我
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邓稼
先、王淦昌、于敏等一大批科学家和成
千上万名科技工作者曾在这里“干惊天
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铸造了大国重
器，催生和践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
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
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在经历了整整9年的讲解生涯后，
李婷终于成为了“两弹一星”精神宣讲
团的一员。

从局外人成长为“九院人”

2013年8月1日，李婷加入两弹城
讲解员的队伍。“当初几乎是啥都不懂，
只是从老一辈口中知道了这里是一个
厂，至于是研究核武器的厂还是生产拖
拉机的厂，就没有更多信息了。直到拿
到讲解词的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李
婷说。

那时，两弹城第一批、和李婷一起
成为讲解员的还有5人。“我清楚地记
得，我们刚报到，就被告知10月16日两
弹城历程馆要开馆，还会邀请国家、省、
市各级领导参加，讲解任务落在我们头
上。”李婷说，背诵讲解词、学习讲解技
巧、练习讲解发音、专业礼仪培训、专业
知识学习，他们在八九月份的高温天气
下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为了度过
这样的魔鬼训练，李婷用“天将降大任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
句话来“催眠”自己。

山东荣成郭永怀纪念馆、青海原子
城纪念馆、上海钱学森图书馆、海南文
昌发射中心、陕西博物院……11年来，
走遍祖国大江南北的李婷不仅开阔了
眼界，还增长了知识。为了满足不同身
份的接待对象，她写了各类的献花稿、
讲解词，积累了无数个小故事、诗词、科
普内容。

“在讲解时，我从游客的眼里，从他
们的脸上感受到了红色文化的巨大魅
力，也感受到了‘两弹一星’精神的强大
动力。”李婷说，有一次，一名游客问她

“你是不是九院子弟？”李婷回答“不
是”。游客投来诧异的目光，说：“怎么

感觉你在讲自己家人的故事？”
在细数往昔种种时，她感慨万千，

说道：“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这些故事离
我们很远。慢慢地，我才发现，科学家
的梦想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红色
记忆不是过去的事，它是火种，而我，只
是一个传递火种的人。”

数年追光路，李婷终于明白，时光
已经把自己从最初的局外人，变成了一
名“九院人”，“我不停地从他们身上吸
取着养料，不断地传递着这些红色基
因，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初心不能在我
们这一代人手中流逝。”

连续3年提建议均得到回复

“这辆尼桑V6是国家二级文物，

我们最珍贵的馆藏文物之一，邓稼先
院长生前在北京坐过。”“这封信是邓
院长的夫人许鹿希回给我们的。”“这
是新中国挖掘到的第一块铀矿石（广
西出土），被称为开业之石。”在两弹城
博物馆内，李婷对件件文物、照片的故
事如数家珍。

在外人看来，讲解是一件枯燥的
事，李婷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告诉
记者，动力源于信仰，而信仰则源于
感动。“躺在病床上还在书写中国核
事业发展建言书的邓稼先、宁死也要
回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为国家贡
献节俭一生的王淦昌……11年来，我
无数次向游客讲述我们国家由小变
大、由弱到强的奋斗历程，无数次演绎
科学家们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的情景，
感动别人的同时，也在感动着自己。”
李婷说。

如何能更有创意地诠释“两弹一
星”精神内涵？宣讲团队想到了编排情
景剧、故事会、音诗画，他们带着《英雄
丰碑》《一辈子》《铸剑》等20余部文艺
作品走进清华、哈工大、中科大等知名
高校，同时，在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
开展精神宣讲近200场，观看学员累计
达10万人次。

作为省人大代表，李婷连续3年在
精神弘扬、文物征集和渠道建设方面提
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均得到了相关部
门的及时回应和大力支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陈光旭 王祥龙

“丹巴女儿”肖芳：高原上走出的地铁司机

守护红色记忆 她把“两弹一星”的故事讲给观众听

李婷为科学家杨振宁一行讲解。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