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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剑川石钟山石窟文物保护管理所临时
工段金明，甘于寂寞，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在石
宝山腹地的深山小道上，34载如一日守护着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钟山石窟的安全。他
曾获大理州第六届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提名奖
和剑川县第六届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以山为梦，扎根深山守石窟

石钟山石窟开凿于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
历五代至南宋延续300多年，被历代名家誉为“南
天瑰宝”。包括石钟寺、沙登箐、狮子关三个石窟
群，到目前为止，共发现石窟17个、造像200多
躯、造像题记和其他题记44则、碑碣4通，同时期

彩绘岩画 1 处、外国
人造像柱础 1 对。剑
川县于 1981 年成立
了石钟山石窟文物保
护管理所，对石钟山
石窟进行专项保护。

家在石宝山脚下
的段金明从小就听
着爷爷讲石钟山石
窟里的故事，他为家
乡有这样的瑰宝石
窟而感到自豪，也向
往着有一天能成为
深 山 石 窟 护 宝 人 。
1990 年，时年 28 岁
的段金明被聘为石
窟文保所临时工。初
到文保所，段金明就

承担了文保所所有后勤保障工作。由于石窟文保
所地处剑川石宝山腹地，水电、交通等条件差，进
山只能走山路，照明全靠煤油灯，文保所职工的
生活必需品均靠人力从沙溪集市上背运而来，日
常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从此，每周五赶集日段金
明都得下山到沙溪集市上采买物资，信件书刊、
托交衣物、生活物资等每周都从他肩上的背篓里
翻山越岭到达大家手中，解决大家的生活所需。

“段金明每次下山为大家操持伙食都需要来回走
5公里的山路，但他从来不说辛苦，所里的大事
小情只要能做到，他都是主动挺在前面，默默无
闻为石钟山石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曾任石钟
山石窟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的董增旭说。

艰苦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很低的条件下，

段金明还积极参与石窟巡查、石窟地质勘探、石窟
考古和消防水路、电路设施、石窟旅游路、石窟保
护房、石窟安防建设等工作，可以说既是战斗员，
又当后勤保障员。由于石钟山文保所地处深山，石
窟消防用水与日常饮用水是从离石钟山20多公
里的深山里接引出来，每年冬季水管都有爆裂或
结冰中断的情况发生。这时，无论是白天还是夜
里，段金明都第一时间开展抢修。

以山为家，初心不改护国宝

在石宝山的日子里，段金明起早贪黑，长年累
月奔波在沙登箐到石钟山石窟这条道上。长年累
月在石钟山石窟工作，段金明对家庭的照顾很少。
2014年冬天，段金明的儿子因车祸离世，听到消
息，他只能冒雪徒步下山送别儿子。办完儿子的后
事不久，段金明又回到了石钟山石窟。

在34年的光阴中，段金明从未放下守了一辈
子的石宝山石窟。每天，段金明早早起床，穿上解
放鞋，匆匆洗把脸后就开始一天的工作：走在林间
小道上，尽量把上山道路、造像区清理干净；一边
扫地，一边挨个检查报警器、摄像头、灭火器等。
虽然每天重复，但段金明做得一丝不苟。2022年，
段金明为要退休离开石窟而烦恼，很长一段时间
无法入睡。经过与用工管理方协商，段金明继续被
聘用，岗位职责是在沙登箐石窟巡检。今年，段金
明已经62岁了，可他每天都会迈着坚实沉稳的步
伐开展巡检。“看到石窟造像，我就会感到心安。
只要走得动，我就会一直干下去，永远守护着石钟
山石窟。”段金明说。

以山为梦，以石窟为家，这就是段金明对深山
国宝保护工作的最好诠释。

“信义油匠”书写
诚信为本的厚重人生

◎ 朱江李静

今年81岁的王金学是湖北省丹江口市的一位油
匠，他和老伴李元翠经营小油坊几十年。2007年，他
经营的小油坊深夜失火，欠下了乡亲们1500多公斤
油料。十多年来，夫妇俩重信践诺，靠着勤劳的双手，
一斤两斤地偿还。2022年，他家终于还完了欠下的最
后两斤油，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信义油匠”。2022年
11月18日，王金学获评“中国好人”；2024年1月10
日，被授予第九届湖北省道德模范称号。

人品如油香

“老王，你好啊！我们来看望你啦！向湖北省道德
模范学习！”1月24日，十堰楚商联合会党支部书记、
执行会长、湖北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汪世
学登门拜访慰问王金学，为他送去保温毯、食用油等
暖心的物资和慰问金，向他致以新春问候和崇高
敬意。

诚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时间翻转到2022年
5月25日。这天一大早，王金学将芝麻装袋后，坐上
去往丹江口市新港开发区的公共汽车，到常去的油
坊榨油。这是王金学欠下的最后两斤油了。

还油的15年间，王金学曾一直坚持自己榨油，返还乡亲们。
但在77岁那年，王金学由于身体原因，不得不停止了繁重的油
坊劳作。不过他依然想办法还油，自己种芝麻到熟悉的油坊榨
油，然后把油还给乡亲们，直到他还完最后一户的两斤油。当天
晚上回到家里，他和老伴李元翠翻看着已经破旧不堪的账本百
感交集。历经15年，老两口终于还清了欠下的1500多公斤油料。

“大火无情，让你身负重债，却淬炼了你诚实守信的美德……
你用15年的时间，书写了诚信为本的厚重人生。”王金学获评

“中国好人”时，致敬词这样评价他。

油坊毁于一旦

多年前，王金学、李元翠夫妻在自家院子里开办了一个食用
油加工作坊。夫妻俩诚信经营，从不缺斤短两，油质也有保证，十
里八乡的人都爱来这里榨油。还有一些商家上门来收购他家的
香油。

生意红火时，李元翠一个聋哑的弟弟、一个手脚不便的弟弟
都过来帮忙。他家的小磨手工香油销量每年有1万公斤左右。

回忆当年火爆的场景，王金学感慨：“人品如油香。我们的香
油做出来质量过关，品质好、不掺假，不给人家缺斤短两。有的客
户中午走不了，就在我家吃饭。周围人都肯定我们的人品。”

夫妻俩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日子也是蒸蒸日上，谁知，一场
灾难却毁了这一切。

2007年2月6日夜里，风雪交加。大雪纷纷扬扬落下，覆盖
了整个村子。第二天早晨5点半，起早的王金学推开大门，忽然发
现对面油坊门烧得只剩下了门框。

他冲过去一看，惊呆了——油坊榨油的机械、乡亲们存在他
这里的油料、4大桶香油、1万公斤油饼毁于一旦！经查，失火原因
是油坊电线老化。估算损失为6万元，相当于他家近6年的收入。

正当夫妇俩着急无法完成乡亲们的订单时，村民们得知了
他们的遭遇，并没有急着来兑油。

一位姓刘的邻居拍着王金学的肩膀说：“老哥别害怕，我回
去了给别人说下，不用来灌油了。我让他们过年也不来找你。”

“你别着急。你明儿再做，能做了再做，慢慢做，我慢慢取。”
存油最多的杨老板深明大义。

坚持把油还完

油坊虽然烧了，但乡亲们的油却一定要按数目兑上，生活也
还要继续。于是，王金学自己动手修好了烧坏的榨油机。没有经
营资金，就自己种芝麻、油菜、花生。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们只要
一榨好油，就拎着油，一斤两斤地还给乡亲们。

2014年，王金学一家被评定为困难户。帮扶干部跟他家“结
亲帮扶”，解决实际困难。2016年，王金学一家发展起了家畜养
殖，老两口踏实肯干，日子逐渐好转，还油的进度也加快了许多。

乡亲们看到王金学夫妇努力还债，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在
大家的帮助下，王金学的养殖场也慢慢办了起来。2018年，王金
学一家正式脱贫。不幸的是，这一年，他中风偏瘫，左手不听使
唤、左腿不能弯曲。

然而，厄运并没有结束。2020年5月18日，王金学的儿子遭
遇车祸离世，留下还未成年的孩子。

有许多乡亲看到王金学家的遭遇，表示不要他们还油了，但
是老两口仍然没有停止还油，继续努力挣钱。他们一边种芝麻、
搞养殖，一边坚持榨油、还油给乡亲们。当地村委会考虑到王金
学一家的实际困难，帮助王金学申请了低保。

一诺千金贵在坚持

从2007年开始还油，到2022年最后两斤油还完，15年过去
了，王金学已是耄耋之年。现在，王金学还在继续忙碌着，空闲时
在家帮乡亲们加工饲料。

一诺千金，无愧于心。“这十几年，我家的账，外头的羊子也
好牛也好，饲料钱也好猪崽钱也好，我一概都不欠谁的了。我这
一辈子在这个地方就轻松多了，心里啥事都宽阔些。”王金学说。
在王金学家，他的账本后面都写了个“欠”字。

王金学感慨地说，“欠着债，我就想办法多搞几样事。起早也
好，摸黑也好，不怕累，累了我就坐着静一会儿，然后赶紧搞。”

油坊烧了账本在，诚信兑油十五载。15年的艰辛还油路，王
金学夫妻俩虽然走得艰难但格外坚定。王金学说：“欠别人的东
西，心里早晚都挂念着，必须还上。”

烈日下，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金坪民族乡的
稻田里，被乡亲们称为“农民一姐”的石玉莲的
150余亩旱作水稻经受住了20多天的连续高温，
正顺利抽穗，引得周边群众纷纷前来求教。介绍
完技术要点，她又当起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宣讲员：“加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统
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这都
是三中全会给咱的信号，说明咱种粮大有可为！”

石玉莲凭着对土地的深情、用心和执着，成
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全国百
名杰出新型职业农民、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
一巾帼标兵、最美巾帼奋斗者，全省优秀共产党
员、全省新时代赣鄱先锋、全省巾帼种粮能手、全
省十佳创新创业先锋。

2018年至2023年，石玉莲被省妇联选为“赣
鄱红色娘子军”宣讲团成员；2019年至2021年，
她又被江西农业大学聘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
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后，她又成为党的二十大
精神“吉先锋”宣讲员……

多年来，她以理论宣讲为己任，用农民“沾泥
土”的语言、“带露珠”的创业故事、“冒热
气”的探索创新，广泛深入地与广大党员
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地交流，让理论宣讲
这道“家常菜”变得津津有味，像一株向
光飞翔的蒲公英，将党的创新理论的种
子播撒到四面八方。

◇ 以宝贵的亲历见证“搭
桥”，在“听得懂”中凝聚人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
跟进一步。这正是理论宣讲的目的。

2022年，石玉莲有幸从农村稻田走
进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回来后，
她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的二十大精神宣
讲员。

理论宣讲听得懂，才能凝聚人心。如
何才能让基层群众愿意听、能听懂？这对
石玉莲而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经过再
三思考、反复斟酌、多方请教，她觉得，理
论宣讲要想有滋有味，得从生活中寻找
启示，不讲群众听不懂、自己也不会讲的
官话套话，就讲自己的亲身经历，用切身
感受搭起交流的桥梁。不确定讲的效果
怎么样，就先讲给家里人、身边朋友听，
讲得不好的地方就反复修改，直到大家
觉得好为止。石玉莲还不放心，每次宣讲

之后都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不断修改打磨，精
益求精。

“大会现场庄严神圣，党代表通道前摆满了
镜头，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记者争相采访报
道……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繁
荣与强大，发自内心地为我们的党和国家感到骄
傲自豪！”“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要‘全方
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我就是种粮食的，这让我
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石玉莲先后在江
西全省11个地市开展“巾帼心向党 奋进新征程”
赣鄱红色娘子军、“学习二十大 吉先锋在行动”等
宣讲200余场次。

越是家常菜，就越诱人。“以前以为党代会是
那些大人物的事，离我们这些小人物很远，石大
姐的宣讲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党代会与我们关系
这样紧密，也真正听懂了党的二十大精神。”“我
们也要像石大姐一样好好种粮食，为国家作贡
献。”“我们要为祖国强大而努力学习。”……从田
间地头到机关单位再到大中小学校，石玉莲用带
土味的语言，交流了她作为农民代表带甜味的参
会经历，分享了她这个走上党代表通道的农民代
表带鲜味的心得体会，她的宣讲引起了热烈
反响。

◇ 以坚韧的创业故事“送宝”，
在“传得开”中鼓舞人

用自己的“小故事”诠释“大理论”，推动党的
理论、方针、政策“入脑入心”，是石玉莲理论宣讲
吸引人的另一个原因。

石玉莲是个有故事的人。她打过工、养过蛇、
办过厂、种过果树药材，历经数十年，均以负债告
终。尽管打击重重、压力山大，但她从不放弃信
念。在党的“三农”政策帮扶下，40岁的她成为了
一名农民大学生，走进江西农大学习农业技术与
管理。学有所成后，回家试验推广水稻直播技术，
从此走上了科技种田的致富路。为深入宣讲党的
理论、方针、政策，石玉莲常常用自己的创业故事
在群众身边开展宣讲，带领大家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

讲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石玉莲说“我的成功
没有什么秘诀，总结起来就一个词——坚持”；讲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端牢中国饭碗”，石
玉莲说“在我与院士团队合作，试验旱种技术的
时候，连续20多天高温，禾苗几近枯萎，想了很
多办法都无济于事，我急得连饭都吃不下。就在
我打算放弃的时候，看到黑夜里一个老农孤独地
在田间守水的身影，我再次下决心：再难也要撑
下去，因为只要我成功了，就能让千千万万的农
民不再守水”；讲科技兴农、讲藏粮于技，石玉莲

说“我一个50岁的农村妇女，学会了开无人机打
农药，学会了最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现在还在
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剪辑水稻技术宣传短视频，你
们还担心什么学不会呢？”……石玉莲把听起来
枯燥的理论、政策知识，藏在了自己的创业故事
里，潜移默化感染人、滋润人、鼓舞人。

“石大姐的故事深深地激励了我，要做好一
件事就得像她这样持之以恒、精益求精地干下
去”……5月31日，石玉莲受邀参加“井冈星火成
长讲堂”（第九期），为全市1600余名年轻公务员
授课。她的讲解，使大家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立
足岗位，传承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 以不懈的学习探索播种，在
“用得上”中启迪人

理论之矢要射中问题之的，才能让宣讲对象
切实感到理论是管用的。深刻理解基层干部群众
对党的创新理论的需求，石玉莲默默地把理论宣
讲融合在了自己对于农业新技术、新手段的不懈
学习、探索、实践中。

“农民也要终身学习，如何种好田也是一门
科学。”回想自己多年的创业经历，石玉莲深感自
己吃了不少没文化的亏。她逐渐认识到技术与知
识的重要性，也愈发认识到宣讲与传播的重大意
义。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总工会等四
部委免费开放“技能强国——全国产业工人技能
学习平台”等线上培训资源，石玉莲录制直播课
程，从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免费分享技能和经
验，全国总工会向她发了书面感谢信。

这些年来，她与农大同学一起成立合作社，
向农民传授技术，交流品种，交换市场信息，为农
民争取更多价格优惠，为社员提供承包事项相关
意见与建议，带动大家一起科技种田、增收致富。
她通过合作种植，不断培养技术能手，与泰和县
坑西村宋脚妹合作种400余亩水稻，收入20多万
元，宋脚妹成为当地致富能人；与吉安市青原区
的曾杰军合作承包田地800亩，现如今他已成为
青原区种植大户……在她的义务指导和帮助下，
乡亲们学会了水稻直播等技术，水稻品质与亩产
量都得到提高。

一边探路，一边带路，石玉莲宣讲的脚步从
未停歇。自去年10月以来，石玉莲在中国工程院
院士朱有勇的指导下开展“滇禾优918”水稻的试
种。她的心里有了更多想法——“若试验成功就
可以大面积推广，到时候受益的就不止峡江的农
民，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用得上”。她积极与
云南农大、江西农大、西南农大等高校合作成立

“科技小院”，进行项目交流，还新建了2个直播
带货平台宣传、销售家乡土特产品，打造特色
品牌。

段金明
深情守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4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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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光飞翔的蒲公英
——江西吉安市“农民一姐”石玉莲“理”润人心

◎ 蒋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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