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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不少“85后”“90后”代表，他们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已成为很多行业的中坚力量。他们敏锐感知时代脉搏，跟随国家发展的脚步前行，

依法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华章贡献青春力量。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我们走近一批青年全国人大代表，倾听他们朴实又动人的履职故事。

我们正青春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跳科目三、喝奶茶、吃螺蛳粉、用美颜相机拍

照、对着镜头“比心”……在海拔2600米的高原上，四

川省马尔康市敬老院的老人过着时髦且新鲜、跟传

统敬老院不太一样的生活。这一切，主要缘于他们

有一个“不走寻常路”的院长。

　　全国人大代表、马尔康市敬老院院长格西王姆

是位热情爽朗的“90后”。充满活力、衣着时尚的她，

让人很难将其和敬老院院长的身份联系到一起。

　　格西王姆几乎每天都会在朋友圈分享敬老院

老人们的点滴生活。翻看她的朋友圈，是一件很治

愈的事情。不管是照片还是小视频，里面满是老人

的灿烂笑容，隔着手机都能让人感受到快乐。绘画

课、手指操、拍视频、舞台剧、过集体生日……格西

王姆想尽办法丰富着这里老人们的精神生活，老人

们的生活被各种新鲜好玩的事儿塞得满满当当。

　　之所以选择来敬老院，格西王姆有自己的理

由。格西王姆曾经是福利院的孩子。6岁的时候，一

场泥石流让她失去了双亲，她跟3岁的妹妹有一段

时间被安置在曾经的马尔康社会福利院生活，在政

府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长大，这让她十分

想把得到的关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今年是格西王姆来到马尔康敬老院的第15个

年头。2008年，马尔康市敬老院建立；2009年，18岁

的格西王姆作出决定，重返马尔康市敬老院，成为

临时聘请的养老护理员；10年后，2019年，格西王

姆成为马尔康市敬老院院长。尽管已结婚生子，但

她绝大部分时间仍然住在敬老院，十几个春节都

是在敬老院度过的。查房、收拾床铺、喂饭、洗

澡……前前后后，她在这里精心照料了100多位老

人的生活，像女儿一般尽孝，从一个做什么都略显

生涩的小姑娘成长为多面手。其间吃了多少苦，格

西王姆从不愿多说。

　　在敬老院，老人们给了格西王姆多年未曾体会

到的父爱母爱。她的衣兜总是鼓鼓的，有时是一把

糖果，有时是几个橘子，这都是老人舍不得吃特意

留给她的。但很多时候，格西王姆更像是这些老人

的“妈妈”。年纪大了，老人心灵愈发回归孩童，“老

小孩”们会撒娇，会吃醋，甚至会争吵，格西王姆要

耐心地解决这些纷争。

　　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格西王姆几乎没

有离开过敬老院。老人们的吃喝拉撒、矛盾调解，

里里外外，大事小情，都离不开她。今年格西王姆

参加完全国人大会议从北京回来的那天，敬老院

里的几十位老人一早就坐满了院子，有的老人高

兴地在院子里唱起了歌。看到格西王姆熟悉的身

影出现，人群倏地爆发出掌声，几位老人默默扭过

脸去，抹了抹眼泪。

　　格西王姆很爱笑，也最喜欢看到老人们笑，在

她“主掌大局”的敬老院里，欢声笑语格外多。但格

西王姆也有发愁的时候。比如，敬老院面临护工短

缺和流失的问题。敬老院现共收住了73位老人，平均

年龄为74岁。其中，需要全护理的老人有8人，半自理

的有43人。这些老人都需要工作人员去服务，给他们

洗澡、洗衣服，有些还要喂饭、处理大小便等。但院

里目前只有25位工作人员，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

32岁，只有两位“90后”。没人愿意来的原因其实也很

容易理解，一是地方偏远，二是工资待遇比较低，而

且服务照顾老人的工作确实不好做。

　　这些年，格西王姆见证了敬老院的点滴发展，

正是对养老事业的坚守与热爱，使得格西王姆深知

敬老院存在的潜在不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格

西王姆连续两年都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为发展农

村养老事业发声。她希望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助力养

老事业，提高一线农村养老护理人员工资待遇，鼓

励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这份事业中来。在她看来，

年轻的养老护理人员是老人们看世界的一扇窗户，

能带给老人更多新鲜的东西。

　　格西王姆告诉记者，不久之后，自己将带领老

人们搬进全新升级的马尔康市养护院，新的院址就

坐落在她儿时每天上学都要翻越的那座大山的山

脚下，等待她和老人们的，是更美好的生活。同时，

也有更重的责任等着她。这片小天地里，格西王姆

将继续像一道光，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人人都会变老，老年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

天。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全社会都应当为老年

人提供更加周到细致的关怀。人人都会变老，老人

们不仅仅需要身体上的照顾，更需要心灵上的陪

伴。要让所有人树立起“敬老爱老，人人有责”的理

念，这其实也是对自己负责。我会继续本着“一切为

了老人，一切方便老人，一切服务老人”的理念好好

服务老人，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养老事业

中来，让老人们生活得更舒心舒适。

全国人大代表格西王姆：

“90后”的她，给73位老人当“妈妈”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1997年出生的文晓燕，是一名残疾人田径运

动员。

　　“我出生时因为脐带绕颈，导致左侧肢体有一

些功能障碍。”文晓燕说，虽然不影响生活，但左侧

肢体功能受限会让右侧特别受力，所以跑步时会出

现右侧肌肉代偿，产生一系列肌肉疼痛问题。

　　对于文晓燕而言，要想在竞技体育上实现突

破，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凭借着坚韧不拔

的毅力和刻苦训练，文晓燕在里约残奥会和东京残

奥会上夺得5枚田径金牌，并在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

上三天三破世界纪录。

　　“2022年，我在运动员之外有了一个新身份———

医院员工。2 0 2 3年，我又有了一个更加骄傲的身

份——— 全国人大代表。”湘雅博爱康复医院职业社

会康复部副主任文晓燕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

后，更加感受到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意识到

青春的闪光不仅体现在赛场和工作中，更体现在为

民履职的使命担当上。

　　在履职的第一年，文晓燕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工

作进行调研，围绕完善残疾人运动员教育体系以及

妥善安排残疾人运动员就业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随着调研的逐步深入和经验的日益积累，文晓

燕关注的话题也开始突破体育圈，聚焦更广泛的社

会领域。在履职过程中，文晓燕与许多优秀残疾青

年交上朋友，“越是了解他们克服身体残障就业创

业的经历和故事，就越是感到敬佩，我关注残疾人

权益保障和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热情也越发高涨”。

　　为深入了解残疾人的就业形势和需求，文晓燕

在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同时，还经常实地

调研。“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

系列扶持政策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取得了显著的

效果。但我在调研时也了解到，残疾人就业创业仍

然面临不小的困难”。

　　文晓燕注意到，残疾人受教育水平总体偏低，

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社会融合程度较低，社会关系

支持不足，加之社会歧视不同程度存在、无障碍环

境建设缺失以及创新创业环境复杂等，导致残疾

人创新创业内生动力不足、选择方式不多、承受风

险能力欠缺。

　　同时，除了客观条件受限，政策支持不够也是

残疾人就业创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当前创新创业

支持性政策分散于各个部门，系统规划不足，残健

融合不多，已有政策大多从普通创业者视角出发，

对残疾人创新创业者缺乏针对性政策扶持。

　　“残疾人创新创业，是残疾人全面参与社会生

活的前提，是实现残疾人自身价值的关键，是社会

稳定、文明进步的表现，是助力残疾人共同富裕的

重要举措。”文晓燕呼吁，要整合资源加大对残疾人

创业支持，努力培养残疾人技能型人才，落实和拓

展残疾人创新创业服务，加快建设残疾人创新创业

平台，下大力气支持和加强残疾人创新创业工作。

　　文晓燕一直坚信，残疾虽然改变了人生轨迹，

但只要坚定理想，同样可以出圈出彩。“我相信，在

就业创业政策扶持下，会有越来越多的残疾青年奔

跑在奋斗的赛道，赢得精彩人生。”

　　作为一名残疾人运动员，我多次站在世界赛事

最高领奖台上，为国争光。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党

和政府的法律政策保障、社会各界人士的关爱为我

撑起了“幸福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将竭尽所

能，继续关注残疾人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以勇担

重任的青春姿态为残疾人“撑伞”，让自己的青春在

勤勉履职中闪闪发光。

全国人大代表文晓燕：

残奥冠军为残疾人“撑伞”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 本报通讯员  田胜平

　　“装小动物，要挑3个月的竹子；制作竹编

画，要挑1年的竹子；制作全竹包，要挑8至9年的

竹子……”

　　4月25日，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赤水市牵手竹

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昌芹在贵州省赤水市大

同镇极竹堂非遗竹编产学研基地，细心地为65名

参训学员进行授课，讲述如何挑选合适的竹子做

不同的竹编产品。

　　杨昌芹是一名“90后”，年纪不大，但手艺高超，

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传承人。“赤

水竹编”作为黔北地区一项古老又独具特色的民间

传统工艺，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竹编是一门复杂的工艺技术。一根竹子，要经

过选竹、刮青、破竹、加工、起篾、染色、煮篾、拉

丝、编织等20多道工序，才能变成花瓶、茶壶等精

美的竹编艺术品。

　　杨昌芹出生于印江县的一户苗族人家。小学四

年级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姐妹三人艰苦度

日。15岁那年，为减轻母亲负担，她放弃进入县重点

高中学习的机会，选择外出打工。凭着对竹编的好

奇，2007年，杨昌芹来到赤水市学习“赤水竹编”这门

手艺，从此与竹编结下不解之缘。

　　轻了削不下，重了割到手，刚开始学习这门手

艺时，由于把握刀的力度不准，杨昌芹经常边流血

边做工。但杨昌芹的个性就是不轻易服输，只要认

定的事就会坚持到底。别人花1天时间，她就花10天

时间，直到满意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4年的

苦学苦练，杨昌芹熟练掌握了竹编技艺。

　　2012年5月，杨昌芹注册成立赤水市牵手竹艺

发展有限公司，主营竹编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

和加工，兼顾文化旅游商品的销售，并创立了“极

竹堂”品牌。在继承传统竹编技艺的基础上，她还

根据现代人审美及市场需要，不断推陈出新，研

发出“竹编书画”“竹编提包”“瓷胎竹编”等系列

竹编作品，深受市场青睐。她也先后荣获“贵州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8年中国非遗年度

人物”“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

锋”等荣誉称号。

　　不管订单多大，杨昌芹对产品的要求从不含

糊：公司严把质量关，7天内无条件退货换货，每位

员工都有一个编号，依据编号进行质量监测……工

作中，杨昌芹想尽办法也要把自己的产品做到最

好，让“赤水竹编”享誉海内外。

　　出生于1990年的杨昌芹已经是一名连任两届

的“老代表”。2018年3月5日，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的杨昌芹走上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场

“代表通道”，向全世界讲述了贵州赤水竹农通过

赤水竹编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故事。这个经历让她

终生难忘。

　　杨昌芹的手上，有29道清晰的伤疤，每一道都是

她努力拼搏的见证。从学手艺、谋生计到成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断“充电”学习是杨昌芹的常

态，每年她都要自费到上海等地高校学习美术设

计，希望能将时尚设计和竹编技艺结合，让非遗真

正做到“活态”传承。

　　提的包，戴的手镯、耳环，都是竹编，竹编已经

深深地融入了杨昌芹的点滴生活。18年来，杨昌芹带

领当地村民把300多种竹类、面积逾132.8万亩竹林变

成了“绿色宝库”和“生态银行”。让漫山遍野的竹

林，变成帮助群众增收、带动群众致富、实现全面小

康的“绿色黄金”，这位年轻的“手艺人”是这样想

的，也是这样做的。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作为一名“90后”，成

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感到无比骄傲和幸福。在

今后的工作和履职中，我将珍惜这个伟大时代，发

挥好人大代表的作用，让青春年华在为国家、为人

民的奉献中焕发绚丽光彩。

全国人大代表杨昌芹：

29道伤疤见证奋斗的青春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1988年出生的郑喆轩北京大学

毕业后，把工作的地点定在了四

川，目的是“在泥巴里头找石头”。

　　“四川的位置相当重要，但在

很长时间几乎是旧石器文化的空

白区，有一些学者认为1万年以前

的四川，盆地是大沼泽，高原是大

冰原，都不太适合早期人类生存。

破解这一谜团，需要有人来开展持

续的专业探索。”谈起自己的工作

初衷，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

长郑喆轩这样说。

　　2020年5月11日，郑喆轩带队在

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发现了皮

洛遗址，当天就发现了少量的石

器。第二天，团队发现了第一件典

型的手斧，很快又发现了第二件、

第三件。当众多形态规范、制作精

美的手斧出现在眼前时，团队所有

成员都难掩兴奋之情。“5月14日，

我们在山上调查时遇到了冰雹，但

大家仍然十分开心地一次次弯腰

捡‘石头’，直到防雨衣裤都湿透，

才哆哆嗦嗦地跑下山”。

　　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2021年4

月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

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海拔

3700多米的皮洛遗址开展了7个月的

艰辛探索。连续的地层堆积，丰富的

文化内涵，精美的手斧薄刃斧，无不

展现了先民们在至少10余万年前就

开始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奋斗历

程，取得了“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意

义的考古新发现”，获得了当年的全

国“十大”“六大”考古新发现。

　　在皮洛遗址发掘期间的2021年

9月13日，郑喆轩因公从皮洛遗址

回成都，刚下飞机，就收到了同事

发来的多张洪水冲刷出的乌木、动

物化石照片，请他帮忙判断。看到

照片的郑喆轩，不顾长期高原工作

的疲惫，带着一丝兴奋和一丝怀

疑，隔天就赶往资阳。当时的濛溪

河遗址现场，还是洪水过后的滩涂状态，泥巴能到小腿

中间。冒着危险蹚过两三百米的稀泥巴走到了尽头，郑

喆轩发现了石器和潜在文化层的存在，确认了遗址。

　　“濛溪河遗址同样非常重要，是现代人起源扩散阶

段唯一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在全世界同时段都是

绝无仅有的；它同时还发现了极为丰富的石器、动物化

石，蕴含着许多国内、国际最早阶段的罕见复杂行为，将

改写我们的远古祖先关于动植物利用等一系列思维、技

术和行为能力演化的历史，具有世界性意义。”郑喆轩

说。这些系列新发现验证了四川、中国的先民乃至人类

本身的伟大探索精神，再现了先祖们利用自然、改造自

然的勤劳智慧，显示出中华文明久远厚重的文化基因早

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萌芽，根脉深长。

　　工作以来，郑喆轩平均每年近300天在外出差，工作

足迹遍布四川21个市、州，一年到头在城镇乡野的“在泥

巴里头找石头”的工作经历，为郑喆轩提出代表建议积

累了很多一手资料，“当然，代表建议不是简单的材料总

结和工作汇报，而是要到田间地头找感觉，同时还要努

力学会站在国家层面去思考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但考

古研究和代表履职也有相通之处，都是根据有限的认

识、发现及资源，去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并指引我们未

来继续行稳致远。”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郑喆轩聚焦自己的专业领

域，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四川旧石器考古与保护利

用工作的建议》。

　　郑喆轩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四川在旧石器考古领

域已经从“盆地”向“高原”迈进，从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

来说，四川对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研究作出了非常大的

贡献，也已经明确显现出改写世界史前史的巨大价值和

潜力。“四川旧石器考古虽然起步晚，但工作意义重大，

相关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专业性强、领

域广、资金缺口大，需要国家和四川加大对旧石器考古

和保护利用工作的支持。”

　　在郑喆轩看来，关于人类起源的研究，就是回答哲

学的三大终极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

里去。这正是旧石器考古的魅力所在，是全人类共同的

思考，也是全世界关注的一项“国际语言”。

　　郑喆轩期待，未来能通过这种“国际语言”来阐释四

川及我国在世界人类起源演化和文明交流互鉴问题上

的价值，并形成“国际旧石器研究学术高地”，让中国的

旧石器历史和文化走近大众，走向世界。

　　持续的考古工作，有汗水也有喜悦，这些点滴是我

们团队也是广大基层考古人的日常。历经百年，一代代

考古前辈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如今，在努力构建“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背景下，作为新一代

青年考古人，我们拥有更好的工作基础，也将用更加饱

满的热情去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厚植文化根基，坚定文

化自信，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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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格西王姆（中）和马尔康

市敬老院的老人们在一起。

  图②：杨昌芹在将竹篾拉丝。

  图③：郑喆轩在濛溪河遗址进

行考古。

  图④：文晓燕在东京残奥会上

获得女子T37级跳远比赛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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