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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12时，在昌吉市延安南路工会驿
站，记者见到了赵春勤。她向记者讲述了24年
坚守环卫岗位、撑起家庭的故事。

2000 年，30 岁的赵春勤与丈夫从河南来
到昌吉。由于丈夫从事长途货运工作，经常奔
波在外，她独自承担起养育 3 个子女的责任。

“老大中考那年，凌晨4点我就要出去扫街，早
饭都来不及做，只能管 3 个孩子的午饭和晚
饭。”赵春勤摩挲着布满老茧的手掌回忆道。

“孩子们争气，现在都有不错的工作，能养活自
己。”提及此事，她的眼角里含着笑意。

“2009年，我和丈夫攒了钱在昌吉市买了房
子。”赵春勤说，“那时候生活也不容易，但是我们
有工作、能挣钱，孩子有学上，感觉日子有奔头。”

在一次清扫作业中，赵春勤在路边台阶上
发现一个黑色公文包，里面装有现金、多张银
行卡和重要证件。通过证件上的信息，赵春勤
联系到了失主，将公文包归还。工作多年，赵春
勤经常能遇到丢快递、丢财物的人，她都将其
送至附近派出所或者交还失主。

24年间，赵春勤负责清扫的路段合格率保持
在90%以上，同事们都说：“赵大姐人勤恳踏实！”

“我最骄傲的就是我的工作，群众的笑脸
就是最好的勋章，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会
继续帮助他人。”3月5日，记者采访时，照力得
汗·瓦里吾拉如是说。今年52岁的照力得汗·瓦
里吾拉是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社会救助中
心主任、妇联副主席，她用三十年如一日的坚
守，换来了群众的交口称赞。

1994 年，照力得汗·瓦里吾拉从伊犁畜牧
兽医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大泉塔塔尔族乡农
经站工作。之后，她又先后在乡镇妇联、残联、
社会救助中心工作。2011年，照力得汗·瓦里吾
拉偶然得知村民薛姚富因残疾、妻子患病，无

力照顾女儿薛民丽。了解情况后，照力得汗·瓦
里吾拉和爱人商议后，将小姑娘接到自己家照
顾。如今，薛民丽已是新疆师范大学大三学生，
目前在阿克苏拜城县大桥乡支教。

2014年，照力得汗·瓦里吾拉发起成立“爱
心妈妈”协会。如今，该协会会员已从最初的24
人发展到200余人，累计帮扶困难群众2000余
人次，募集资助资金约40万元。

2024年9月27日，照力得汗·瓦里吾拉荣获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她说：“这个
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爱心妈妈’团队
的，我会把这份事业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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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何慧玲

让家乡的农副产品走向全国
□本报记者 廖冬云

环卫工人赵春勤

用踏实工作诠释平凡中的不平凡
□本报实习记者 耿雅薇

3月2日，何慧玲和同事正在摆放货品。 □本报记者 廖冬云摄

幼儿教师张树勤

以爱之名呵护幼儿成长之路
□本报记者 付小芳 通讯员 王博

冰心曾说：“世界上若没有女
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
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
美。”在第115个“三八”国际劳动
妇女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向每一
个忙碌的“她”致以节日的祝福!

全州广大妇女紧跟新时代步
伐，积极投身昌吉州经济社会发
展建设的热潮中，充分展现“巾帼
不让须眉”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
貌，为推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
疆实践的典范地州献上巾帼力
量。她们将个人理想与经济社会
发展紧密相连，把自身奋斗与社
会需要紧密结合，积极投身工业
发展、乡村振兴、城市建设、民生
改善等各项事业中，服务他人、奉
献社会，做对家庭有责任、对社会
有贡献的新时代女性。

最美是“她”，最耀眼的也是
“她”。激发“她智慧”、凝聚“她力
量”，每一个努力圆梦追梦的“她”
都是这个时代的亮丽风景。

本报特从全州各行各业妇女
中遴选 6 位女性，刊发她们的故
事，展现她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
动人风采。

3月2日，赵春勤在昌吉市延安南路进行清扫作业。 □本报实习记者 耿雅薇摄

基层工作者照力得汗·瓦里吾拉

三十年用爱铺就乡村帮扶路
□本报实习记者 耿雅薇 通讯员 安涛

麻醉医生金娇

无影灯下守护患者生命健康
□本报记者 付小芳

照力得汗·瓦里吾拉（右二）与“爱心妈妈”协会成员一起慰问困难家庭。 □韩 也摄

3月3日，昌吉市人民医院麻醉手术部主治医师金娇在为患者治疗。 □本报记者 付小芳摄

“00后”女警苏比努尔·艾尼瓦

用慧眼和坚韧拨开案件迷雾
□本报记者 廖冬云 通讯员 于梅

3月2日，记者采访时，何慧玲正忙着整理货
架上的名优特农产品，作为新疆疆军汇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两年，她带领团队努力把
昌吉州乃至新疆的农副产品推向全国。

何慧玲曾是一名教师，2021年，她加入由退役
军人创办的新疆疆军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该公
司主营昌吉州名优特农产品。何慧玲和同事们一起
克服了资金困难、销售难题等，公司逐步进入正轨。
2023年，该公司挂牌成立昌吉州乡村振兴馆。

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何慧玲还热衷于公益事
业。2008年，何慧玲的家庭遭遇变故，面对生活的
打击，她一度伤心难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走进

敬老院，看到许多孤寡老人需要关爱。那一刻，她
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人。从此，何慧玲经常
和身边的朋友一起做公益。

2022年，何慧玲的儿子考上了西安武警工
程大学，成为一名军人。“儿子在保家卫国，我作
为军人的妈妈也不能落后。”2023年3月，何慧
玲注册成立了昌吉温暖阳光军属志愿服务队，
这支团队以军人的母亲为主力军，目前已发展
到300多人，累计捐赠物资总价值30万余元。

何慧玲的付出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被评为昌
吉州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领军人物，并成为昌
吉市红十字会“三献”志愿服务队队长。

她，既是老师，也是母亲，她用爱心和耐
心呵护着祖国的花朵，用智慧浇灌着未来的
希望。她就是昌吉州实验幼儿园幼儿教师张
树勤。

“谁知道飞机为什么能在空中翱翔？”3月4
日17时许，昌吉州实验幼儿园中二班教室内，
张树勤正给小朋友们读绘本。

2012 年，张树勤怀揣着对教育工作的热
爱，考入了昌吉州实验幼儿园工作。如今，她已
成为该园的一位骨干教师，深受孩子、家长、同
事的喜爱和认可。

在张树勤看来，虽然幼儿教师的工作烦琐

且辛苦，但她从中也获得了满满的幸福。
当好一名幼儿教师并非易事，既要给幼儿传授

知识，又要培养幼儿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张
树勤每天除了做好教育教学工作，还充当孩子们的

“知心妈妈”。哪个孩子对新事物感兴趣，哪个孩子情
绪上有波动，哪个孩子课堂上有进步……张树勤都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制定个性化课程，通过寓教于
乐的方式帮助孩子健康茁壮成长。

“幼儿时期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期，作为幼儿教
师，我们要结合孩子的实际，给予多方面的监测指
导。同时，也要让家长参与孩子成长的全过程，让孩
子在充满爱的氛围中快乐成长。”张树勤说。

她是警队里的“铿锵玫瑰”，娇小的身躯蕴
藏着巨大的能量；她是犯罪现场的“福尔摩斯”，
用慧眼和坚韧拨开迷雾，寻找真相；她是同事眼
中的“拼命三郎”，用青春和热血诠释着“巾帼不
让须眉”的别样风采……她就是昌吉市公安局
刑事侦查大队“00后”女警苏比努尔·艾尼瓦。

3月5日，记者来到昌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
大队采访。这个扎着丸子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00后”姑娘，别看她外表文静，却经常因工作需
要爬屋顶、钻车底、翻垃圾桶，是个“拼命三郎”。

2023年，苏比努尔·艾尼瓦从新疆警察学
院毕业，成为昌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一

名刑事技术民警。现场勘查、痕迹检验、物证提
取……这些在常人看来枯燥烦琐的工作，却是
她眼中揭开真相的“钥匙”。

“现场勘查工作不分昼夜，我们要第一时
间赶到。”她说。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
寒风刺骨的严冬，只要接到警情，她总是第一
时间和同事们奔赴现场。从现场勘查的一丝不
苟，到文书记录的字斟句酌，她都力求做到极致。

2023年至今，苏比努尔·艾尼瓦共参与勘
查各类现场 270 余个，出具现场勘验材料 180
余份，提取各类痕迹物证500余件，利用痕迹物
证直接破获刑事案件40余起。

3月4日，昌吉州实验幼儿园幼儿教师张树勤给孩子们读绘本。 □本报记者 付小芳摄

“阿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3月3
日，在昌吉市人民医院舒适化诊疗中心，该院麻
醉手术部主治医师金娇一边轻声询问患者的情
况，一边为患者行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治疗。

今年37岁的金娇从事麻醉与疼痛诊疗工作
已有13年，多年来，她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丰
富的临床经验，默默守护着患者的生命健康。

在大多数人看来，麻醉医生仅是支持外科
医生完成手术的幕后工作者，但事实上，随着
多学科诊疗模式的逐渐普及，麻醉医生不再局
限于手术室，而是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除

了手术前的麻醉工作，金娇还承担着门诊患者
的舒适化诊疗评估等工作。

2024年，金娇接收了一位颈椎病患者。在她
耐心细致地治疗下，这位患者的疼痛得到了有
效缓解。不久后，患者的父亲也因膝关节疼痛，慕
名找到金娇。经过金娇专业的诊疗，父女俩逐渐
摆脱了病痛，为此他们送来锦旗以表感谢。

在同事眼中，她是颜值与技术并存的“科室
担当”，在孩子眼中，她是一位“超级妈妈”。金娇
说：“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经常缺席家庭聚会和
孩子的生日，但家人都非常支持和理解我。”

3月5日，苏比努尔·艾尼瓦正在勘验现场。 □本报记者 廖冬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