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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要从小提高警惕，提高防范性侵
害意识。上下学的时候，要与小伙伴结伴而
行，走大路不走偏僻小路，不独自走夜路，不走
进偏僻场所……”连日来，“仁爱妈妈”刘玉敏
走进呼和浩特市多所小学，给孩子们讲授儿童
安全自护、女生防护常识。

“10多年来，我投入资金10多万元资助困
境儿童上学。每次入户看望困境儿童，我都会
和志愿者给他们带牛奶、糕点、水果……无数
件大大小小的事，利他的同时也在滋养我自
己。”刘玉敏说。

今年61周岁的刘玉敏，曾经是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团结小学副校长，2014年 10月，她被任
命为“仁爱妈妈”志愿服务工作队队长后，带领
的“仁爱妈妈”团队不断发展壮大，现有注册人
数296人，团队志愿服务总时长近8万小时。

这10多年来，她和志愿者们为呼和浩特地
区的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量身打造了“博爱
公益学堂”“与娃‘阅’会 情暖童心”“博爱情
童心梦”“博爱护‘未’平安成长”“女生课堂”等
多个志愿服务项目，开展各种活动近千场，受
益人数多达20多万人次。

“让没妈的孩子感觉到有家有妈妈的爱，
感受到社会关爱，这就是我做志愿服务的初
衷。”刘玉敏说，“我从小是在妈妈满满的爱的
呵护下成长的。长大后，特别是当了老师后，
我经常给班上成绩差的孩子们补课，给他们更
多关爱。当了志愿者后，看到困境儿童，就想

给孩子们做更多事，帮帮他们。”
“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刘妈妈帮你们分担”

“有什么开心的事，我们一起分享”这是刘玉敏
经常跟困境儿童说的暖心话。

婷婷（化名）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定向公
费师范生，明年即将走上工作岗位。

“如果当时我放弃了学业，就没有现在的
幸福人生，刘妈妈是我要感谢一生的人，我们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至亲，是我心中的妈妈。”婷
婷说。

几年前，婷婷参加中考后，就要放弃学业
去打工。刘玉敏在电话里劝了1个多小时，直
到婷婷回心转意才挂断电话。

“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就是
为社会做贡献。婷婷就像我自己的姑娘，绝对
不能让她在小小年纪就辍学。”刘玉敏谈及此
事很动情。

2016年，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村的姐
姐小阳（化名）和弟弟小光（化名）姐弟俩的父
亲，因为一场车祸失去生命。当时，姐姐刚上
小学一年级，弟弟才两岁半，这场灾难让两个
孩子的性格变得内向胆小。

从此，刘玉敏为他们积极筹款，经常探望
他们，带姐弟俩到公益学堂学习，从物质、精神
等方面给予姐弟俩全方位呵护。如今，姐弟俩
都长成了阳光少年。

小阳表示：“我们长大之后，也要像刘妈妈
一样，做一名志愿者，做一名像雷锋一样的人，
把自己的爱心传递出去，让更多人感到温暖和
友爱。”

姐弟俩的妈妈感激地说：“如果没有遇到
刘妈妈，两个孩子不会有这样的转变。”

在刘玉敏的努力下，许多孩子的命运都
得到了改变。“看到孩子们健康成长，我就特
别欣慰，感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刘
玉敏说。

“仁爱妈妈”刘玉敏：10多年用心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曦赵曦

◎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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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风采

□本报记者 刘志贤 通讯员 白琳

“我只是比别人走得慢点，但思想活
跃，我不会让拐杖束缚自己逐梦的脚
步。”赵璐腿有残疾，行走不便但是她开
朗自信。

2022年，赵璐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
设计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带着拐
杖的她敲开了实现梦想的第一道大门。

从出生那天起，命运似乎一直在跟
赵璐开玩笑，她因天生脊髓栓系导致脊
柱侧弯和右腿残疾，更加不幸的是，在她
6岁那年，母亲因车祸去世，父亲一人拉
扯她和弟弟长大。

命运关闭了一扇门，但也打开了一
扇窗。赵璐从小热爱画画，小学期间她
获得了大大小小的绘画比赛奖项，还获
得了包头市美德少年自强自立奖。

她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
并为之努力奋斗。“追逐梦想的道路总是
充满荆棘。”赵璐说。小时候，懵懂的赵
璐只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身体缺陷
让她的性格有些敏感。升到高中，伴随
着学业压力逐渐增大，艺考压力以及没
有灵感画不出速写的焦虑，赵璐一次次
在深夜里崩溃大哭。

但是坚强的她不服输。当太阳再次
升起时，她又变回了一个“充好电的坚强
战士”，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向前。当时
支撑她一路坚持下来的信念是：“我想试
试能不能做到，我想去更好的地方，遇到
更好的人！”

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通
过高考，她来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学习
自己心仪的专业。大学校园浓郁的学术
氛围和师生的友好让她充分感受到了尊
重与包容。她更加自信地参与校园生
活，努力学习，继续逐梦。

今年大三的赵璐已经攒下了不少作
品，问及她对未来的规划，她憧憬道：“我
要带着拐杖，走向更精彩的世界。未来，
我希望能够将科技元素融入服装设计
中，闯进服装设计新赛道，设计出更好的
作品。”

不让拐杖束缚
逐 梦 的 脚 步

□本报记者 鲍庆胜 实习生 曲芊诺

走进通辽市库伦旗北元宝山嘎
查的内蒙古蒙态香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黑猪养殖基地，只见圈舍内一头头
黑猪憨态可掬。

“女猪倌”梁晓萍拌料、喂食、打
扫 …… 动 作 麻 利 ，这 个 出 生 于 1998
年的女孩管理着 500 余头黑猪。

与传统猪舍相比，梁晓萍的猪舍宽
敞明亮、温暖舒适，猪儿们有充足的活
动空间，黑猪们在一张巨型“床垫”上满
场奔跑、尽情撒欢，整个猪舍没有一点
异味。

“秘密就在猪的‘床垫’里。”梁晓萍
笑着说。这个特别的“床垫”是梁晓萍
与父亲共同研发改良的微生物发酵床，
其中含有稻壳等成分，能够分解发酵黑
猪的排泄物。“床垫”零排污、无异味、成
本低，一次可用 3 年，用完后可作为有
机肥，改善水土环境，不仅能让猪场增
加额外收入，还实现了资源高利用、生
态循环。

“微生物发酵床厚 80公分左右，底
层温度可达 60度，一间 1200平方米的
猪舍做这样的发酵床，成本在 4万元左
右，做好后不用铲粪、洗圈，可以有效减
少人工作业。”梁晓萍自豪地说。

5年前，正在上大学的梁晓萍，为了
减轻家人负担，主动承担养猪任务，逐渐
对养猪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的
她认为，农村也有青年创业就业的广阔
空间，便直接走上了生态环保养猪之路。

她不仅研发改良微生物发酵床技术
改善环境，还给猪添加大部分的青贮、紫
花苜蓿等草料，保证猪肉营养价值。梁
晓萍说：“我们通过科学养殖，让每头生
猪出栏周期在8个月以上但是成本还降
低了。”

“我们的猪远销辽宁、陕西、重庆、新
疆等地。下一步，我们想发挥生态养殖
优势，延伸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加入，共
同增收致富。”梁晓萍信心满满地说。

“ 90 后”女青年
生态养殖创业忙

工作中的梁晓萍。

“仁爱妈妈”刘玉敏为孩子们讲授“女生课堂”科普知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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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服务，启迪智慧，开创思
路，是我引领妇女创业就业的根本。”12
月 10日，“草原绣娘”白晶莹一边在展
厅销售姐妹们制作的绣品一边说，“目
前，我们已经直接带动 3000名妇女就
业，带出了一群有创新精神执着发展绣
品事业的‘草原绣娘’。”

柔肩担重任，巾帼绽芳华。近年
来，作为妇女娘家人，内蒙古各级妇联
出政策、建基地、打品牌、带项目，激发
姐妹创新动能，凝聚巾帼智慧，释放妇
女创业潜力，引领姐妹在创新创业征程
中奋进出彩。

北疆大地无数巾帼勇立潮头，她们
凭借不输须眉的精神，在创新中求发
展，将许多“不可能”变成“可能”，通过
创新创业实现就业，谱写了一曲曲感人
的创新创业之歌。

创新创业路上，巾帼不让须眉。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掌

岗图村的不少姐妹靠着自创“阿努”品牌奶
茶，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包头市青山区兴胜镇羊山窑村村民“草
莓姐”刘春玲，靠特色农业走上致富路。

……
创新是第一动力。如何在继承中发展，

在守正中创新，让太阳花永保活力，让指尖技
艺变指尖经济？这是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姑
娘艾吉玛返乡创办希仁鄂温克民族手工艺品
厂的初衷。

“我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融入到实践
中，将现代时尚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新制作
工艺，提升产品质量，适应市场需求，拓展销
售渠道，汇聚更多姐妹智慧力量，凝聚更多姐
妹吃上这碗手艺饭。”艾吉玛说。

艾吉玛带领姐妹们将太阳花与水晶、玛
瑙、蜜蜡等相结合，制作出胸针、车挂、冰箱贴
等年轻人喜爱的装饰品。目前，她们设计研
究开发出 100多种太阳花衍生品，其中，“雪
花”太阳花系列文创产品成为“十四冬”纯手
工制作太阳花的优质提供方。

艾吉玛还积极开拓“线上+线下”渠道，
探索产业发展模式，如今，“非遗+文旅+研
学”运营模式早已是当地文旅发展的“金字
招牌”。她带领着 20名巧娘，年销售各类手
工艺品约 1万件，销售额达 50万元，人均增
收2.5万元。

激发创新潜能，勇担振兴使命。北疆大
地上，无数巾帼正用智慧和行动，在创新创业
的广阔舞台上绽放芳华，为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力量。

（本栏目图片由内蒙古妇联提供）

乘坐创新快车 奔赴创业之旅

“草原绣娘”白晶莹正在跟姐妹商议如何创新绣品。

艾吉玛展示“太阳花”
文创产品。

彩色丝线随针在绸布上轻轻飞跃，妇女
们微笑着，或互相交流刺绣技法，或细心倾听
老师讲解……2个多小时后，一个个栩栩如生
的手工绣品挂件成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让妇女掌
握技能，才能树立她们的自信心，带动她们有
底气的 创业就业，实现人生价值。”12月 11
日，“扎斯勒”手工艺品传承人徐福玲说，“近
年来，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三级妇联
通过项目支持妇女创业，指导培训妇女近百
次，帮助百余名农村妇女增收，让她们感受到
实现人生价值的幸福感。”

一把不起眼的笤帚苗，在巧娘的摆弄下，
十几分钟就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依
靠“订单+回收”模式，乡村巧娘依靠编织技艺
每个月大约可以赚到1000元左右。

“技能培训，不仅帮助村民提升个人技
能，更为他们打开灵活就业的大门。”赤峰市
巴林左旗巾帼示范基地笤帚苗手工编织合作
社致富带头人说。

赤峰市林西县妇联已举办“互联网+妇字
号”电商技能培训班17期，累计培训女性超过

900人次，45名女性电商创业者凭借出色的
运营能力和优质的产品，年销售额超百万元，
成功带动当地近 300名女性就业，人均年收
入超过3万元。

通辽市开鲁县妇联创新开展的“巾帼赋
能千人计划”技能培训，为广大妇女量身定制
巧手编织、网络创业、母婴护理等培训内容，
帮助她们增技能、长本领、添收入。

提升妇女专业技能，促进姐妹灵活就业，
近年来，内蒙古妇联开展科技服务走基层、北
疆布丝瑰创业就业等各类行动，通过项目支
持、技能培训、资金扶持等措施，帮助妇女创
业就业，实现人生价值。

近年来，内蒙古妇联联合各级妇联打造
“北疆巾慧”妇女创新创业区域公用品牌，在
内蒙古各地实施“创业就业行动”项目，建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北疆布丝瑰就业创
业基地 18个，通过产业联盟、校企合作等举
措，强化品牌化意识，引领带动广大妇女增收
致富。

2022年至今，内蒙古各级妇联共培训妇
女约17万多名，带动约4万多名妇女就业。

提升妇女技能 帮助妇女就业

◎北疆巾帼在行动

“太阳花”系列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