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世纪80年代，我的妈
妈就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当年
我才3岁。”说起母亲，董女士满是
骄傲和自豪。

这两天，董女士找出一张
1983年旧报纸的复印件，见证了
母亲的荣光时刻。在她的家里，
记者看到了这张复印件。这是
1983年6月14日出版的《宁波日
报》，第2版有一篇通讯，题为《郑
定妃是怎样“飞”起来的》，专题报
道了郑定妃的故事。

1970年，年仅16岁的郑定妃

进入鄞县丝厂工作，成了一名抽
丝工人。后经过10多年的辛勤
劳作，曾经的“门外汉”成了厂里
的优秀技工。

1982年，经过厂里选拔，郑定
妃代表鄞县丝厂前往浙江省崇德
丝厂参加省里的抽丝比赛，在几百
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同年，作
为唯一的宁波选手，郑定妃前往苏
州参加全国抽丝比赛，凭借过硬的
技艺，她从1000多名参赛选手中
脱颖而出，荣获第18名，被评为“省
级三八红旗手”。1983年，经推荐，

郑定妃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抽丝有产量、能耗、用度、程

度和清洁5大指标，是一项不折不
扣的“技术活”。缫丝工的手和眼
睛一刻都不能停，有时候为了能
跟上半自动缫丝机的节奏，甚至
都没时间上洗手间。

“抽丝绝对是一门手艺活。
往往8个蚕蛹只能抽出1根丝，由
粗到细，深中浅都要搭配，每一道
工序，用的都是巧劲儿。”郑定妃
笑称，当时她有个响亮的名号
——“缫丝娘子”。

“没有哪个女人不爱干净，也没有哪
项工作只有男人干得好，在这个平凡的岗
位上同样可以找到自我价值。”3月5日上
午9点多，在宁波北环线甬江特大桥上守
护同事们现场安全的铁路防护员张艳，如
往常般身穿显眼的黄色防护服，语气依然
是那么的笃定而坚毅。

今年27岁的张艳，是宁波工务段桥
梁重点维修车间宁波东桥梁养修工区唯
一的女职工。这名爽朗的江苏姑娘，从一
名懵懂的大学生成长为业务熟练的现场
防护员，又成为同事们心目中的“金牌驻
站防护员”。“性格开朗，做事干净利落，不
矫情。”这是工区职工们对她的一致评价。

由于线路作业几乎都是在室外，为了
方便工作，张艳每天都梳着一成不变的马
尾辫。“我常年在线路上工作，经常风吹雨
晒，所以皮肤有点黑，力气也比一般女生
大一些。虽然我也爱美，但是披着头发工
作不太方便，绑马尾辫既精干又省事，渐
渐习惯了。”张艳对记者介绍说。

确如张艳所说，桥梁养护工作繁重，
干好这个工作不仅需要业务技能强，更要
有足够的体力。“冬天户外比较冷，我们准
备让别的防护员帮她替班，劝她暂时到室
内工作，但是她却执拗地拒绝了，还说室
外作业都不容易，别人能做到的我也可
以。”工区工长张忠伟由衷夸着张艳。

说起来，作为一名女性防护员，有太
多的不方便。据张艳回忆，有一次夏天施
工，作为驻站防护员，由于那里没有女厕
所，她整整一个下午都没有喝过一口水，

“既然那一天我驻站防护，我就要好好把
当天任务完成。”施工结束后，她一口气喝
掉了一瓶矿泉水。

张艳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工
区13名工友们的生命安全就掌握在她的
手里。所以，每次在工区点名会上进行安
全预想时，她都会反复确认当日的作业地
点、作业时间，作业安全风险，检查对讲
机、摄像仪的状态是否良好，电量是否充
足，只有将所有的作业事项都准备齐全反
复确认后，她才会上岗作业。

谈到工作时，自信满满的张艳很乐
观。但谈到家庭时，常年奔波在现场的

“女汉子”便隐隐透露着心酸。张艳的丈
夫和孩子都远在镇江，只有每周末跑通勤
回家，对家庭少了些陪伴，“我家宝贝今年
就要上学了，一想到9月份开学第一天不
能送她去上学，就会有一些遗憾。作为一
个母亲和妻子，我觉得对家庭挺愧疚的。”

6年来，张艳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
守着，凭着一颗质朴和坚强的心，扎根在
普速铁路桥梁养护上。日常工作中，她总
会给同事们说：“在宁波工务段有很多像
我这样的防护员，为铁路的事业，贡献自
己的微薄力量。请大家放心，你们的安全
我来守护，铁路的安全通行，离不开每一
个铁路人的坚守！”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朱小刚 杜钰伟

有些工作岗位或行业女性比
例相当高，热线话务员就是其中
之一。平时，市民在拨打12345
政务服务热线的时候，往往听到
的都是女性接线员的声音。那
么，她们的工作状态是如何的？
她们工作中最开心的事情又是什
么呢？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到来之际，记者走进这个群体，感
受下她们的工作日常。

在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前
台大厅里，几十名接线员都在忙
碌地工作着。阮航佳是一名前台
接线员，她的工作就是接听并准
确记录市民的各类咨询、投诉等。

“我干这个工作3年多了，深
切体会到其中的不容易。”阮航佳
告诉记者，她们这些一线的前台
话务员，平均每天要接听七八十

个电话，最多的时候会达到上百
个。很多人一天下来喉咙都会沙
哑。随着热线整合工作的逐步推
进 ，目 前 很 多 热 线 已 整 合 至
12345，因此她们要熟悉各种政策
和法律法规。很多人桌面上都摆
放着各类文件和学习资料，便于
为市民提供准确的答复。

王腾飞是一名12345政务服
务热线的后台工作人员，她的工
作是将前台登记的来电内容第一
时间转派给各个相应的职能部
门。这个工作看起来有点枯燥和
繁琐，但却是连接群众和政府职
能部门的重要一环，需要一定的
热线接听经验和对外沟通能力。
王腾飞说，是情怀和责任心让话
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坚持了下
来。

该中心前台班长单凤云是一
名资深的话务员，她告诉记者，

“有时候忙了一天，口干舌燥、疲
惫和无助的时候，电话那头的一
句‘谢谢你’，会让我们感到很欣
慰，顿时又充满了能量。虽然无
法保障每位市民的诉求得到解
决，但是通过我们的工作，还是帮
市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据了解，宁波市12345政务
服务热线中心现有话务人员140
余人，其中女性工作人员占85%
左右。该中心秉持“一呼即应、一
心为民”的服务宗旨，既是社会的
避震器又是群众的解压阀。团队
先后荣膺省级“巾帼文明岗”、市
级“工人先锋号”、市级“文明单
位”等。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王琼燕

她是
“全国三八红旗手”
如今，她是一名
垃圾分类志愿者

3月6日，记者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董女
士，她说，自己的母亲是“缫丝娘子”郑定妃，鄞州区钟
公庙街道金色水岸社区居民，1983年曾被评为“全国
三八红旗手”。

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
的坚守。记者注意到，郑定妃的
一双手又红又肿，这是岁月留下
的痕迹。

“平常在车间工作时，蚕蛹经
过滚烫的水泡过后，再经过几道
工序拿到手里。虽然温度没那么
高，但每天长时间工作，一双手就
长出了水泡，磨起了茧子。”郑定
妃笑称，缫丝工的手大多是这样。

上世纪90年代初，国营丝厂
纷纷转制，传统手工业逐渐被全机
械化替代。1995年，鄞县丝厂倒
闭，郑定妃下岗择业，在一家私营
企业做销售登记，一直干到退休。

退休后，闲不住的郑定妃成
了社区的热心志愿者，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她还是
一名垃圾分类志愿者，常常上门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指导居民开

展垃圾分类。
“从小到大，妈妈常常教育

我，做事要踏实，一步一个脚印，
不要轻言放弃。现在我也养成了
这样的习惯，事情没做完，加班加
点都要完成！”董女士说，虽然母
亲并未和她唠叨过大道理，但耳
濡目染的效果远远大于说教。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高秀慧 郑璐 文/摄

从“缫丝娘子”到“全国三八红旗手”

荣光褪去，她成了热心志愿者

12345话务员：
“情怀和责任心让我们坚持了下来”

铁路防护员张艳：
“大家的安全，我来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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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在工作中。 通讯员供图

年轻时的郑定妃年轻时的郑定妃

现在的志愿者郑定妃现在的志愿者郑定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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