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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
有的是检
察院里铁
面无私的
检 察 官 ，
有的是技
术方面的
骨 干 力
量 ，有 的
是村里的
致富带头
人 ，有 的
是活跃在
第一线的
慈 善 义
工 ，她 们
都是一些
简单的女
性 ，但 却
有着她们
的不平凡
故 事 。她
们锐意进
取 ，坚 守
在自己的
岗 位 ；她
们执着付
出 ，给 人
们传递温
暖 。在 这
个 春 天 ，
在这座海
滨 城 市 ，
让我们细
细聆听她
们 的 诉
说。

·
凡
人
歌

创创业业达达人人姜姜学学莲莲

创新实现创业梦想
凭借着

创新精神，她
的步伐永远
比危机快半
步。1 0年后，
她一点一点
的做起，创办
了企业，如今
公司已有400

余名员工，固定资产2000多万
元，年产值3亿多元。

2000年，由于种种原因姜学
莲和丈夫同时从单位离职。失业
后经过一番思索和市场调查，她
联络5个朋友出资50万元成立了
烟台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如
今，公司已拥有员工400余人，年
利税3000多万元，成为牟平区同
行业纳税大户。

“十年的打拼让我深深感受
到创新的伟大力量，是创新，成
就了我创业的梦想；是创新，赋
予我企业生命和活力；是创新，
让我的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
强。”姜学莲说，创业之初，她就
坚持产品创新，打造自主品牌；
坚持营销创新，打开国际市场，
永远比危机快半步。

义义工工““七七姐姐妹妹””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自己”
在烟台，有个特殊的

群 体 ，走 到 哪 儿 哪 儿 温
馨，走到哪儿哪儿赞扬，
他们就是平均年龄都在
50岁以上的慈善义工“七
姐妹”。不论是公交站亭、
广场的环保活动，还是孤
寡 老 人 家 中 ，聋 哑 学 校
里……处处都能看到他
们献爱心的身影。她们用
实际行动告诉大家：慈善

离我们并不遥远，平民照
样可以做慈善。

“七姐妹”是烟台慈善
义工的品牌，她们因“慈善
义工”而走到了一起，她们
结下了姐妹般的情谊，她
们为义工们树立了榜样。
她们不仅每周参加着固定
活动，还经常出现在需要
帮助的人们的身边。

2006年，李仁婵、张玉

兰、陈秀玲、方月华、张玲、
商京英、张笑珍姐妹七人得
知，烟台市慈善总会招募义
工，素昧平生的她们分头报
了名，并被安排到谭涛队长
带领的“美丽家园”项目组。
因爱心走到一起的她们开
始定期地参加义工活动，

“七姐妹”这支“姐妹义工
队”正式形成了。

“‘七姐妹’已经有20多

人啦！”服务队负责人张玉
兰告诉记者，其中年纪最小
的是南通路小学四年级的
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是跟
随母亲王海燕一起加入进
来的，年纪最大的是63岁的
李仁婵。“以后不管‘七姐
妹’发展到多少人，我们都
叫‘七姐妹’，我们付出时间
和体力，帮助别人也快乐了
自己，心里特别高兴。”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有机统一，一直是李炳梅

办案追求的目标，她说：结
案了事和案结事了，虽然只
是字序上的差别，但意义却
大不同，我追求的是案结事
了，而不是结案了事。

2008年，李炳梅通过山
东省公务员考试进入福山
区人民检察院。2010年调入
本院侦查监督科工作。办案
过程中，她不是结案了事，
而是充分考虑了结案之后
可能引起的一系列经济赔
偿问题、家庭生活问题等。
李炳梅性格温和、有耐心，
善于与女性和未成年人犯

罪嫌疑人沟通交流，进行心
理疏导。

在办理女性犯罪案件
过程中 ,她详细了解犯罪嫌
疑人的生活经历、性格特点
和案件情况，采取适宜的方
式进行讯问，用语力求准确
易懂，绝对禁止侮辱性的语
言和神态，充分尊重犯罪嫌
疑人在刑事诉讼阶段享有
的权利，严格保护女性犯罪
嫌疑人的隐私，通过心理疏
导、感化教育，使其放下思
想包袱，如实供述，从快办
理案件。

维维权权卫卫士士李李炳炳梅梅

追求案结事了，而非结案了事

在港城烟台，提起义工，人们
不禁会想到一个平凡的义工、一
位伟大的母亲，她就是义工编号
为“06000162”59岁的五星级义工
许振珊。

许振珊的身份很复杂：她是
带着一个残疾儿子的单身母亲，
是一个仅靠微薄退休金生活的
低保户，是烟台市五星级慈善义
工，是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自
2006年报名成为慈善义工以来，
她带着脑残二级、肢残三级的儿
子姚俊一起做义工。至今，她累
计志愿服务超过2 . 6万小时。

六年如一日，她和儿子一起
撒播爱心、传播快乐，让更多的
人受到帮助。一时间，“月亮姐
姐”许振珊成了烟台慈善义工的
代名词。

““月月亮亮姐姐姐姐””许许振振珊珊

带着残疾儿子

一起做慈善

脸上永远挂着甜甜的
微笑，有她出现的地方就有
笑声，这是所有认识唐韶辉

的人对她的第一印象。作为
电力福山区供电公司生产
技术部主任兼变电专工的
唐韶辉，进入供电公司后，
她就自我加压，做到“干什
么像什么”、“干什么成什
么”，就如她摆在办公桌上
的座右铭所写“快乐的秘
诀，不是做你喜欢的事，而
是喜欢你做的事。”

在参加电网建设期间，
她充分展现出敢干、敢闯、
敢吃苦、敢受累的女性风
采，跟男同志一起打拼在施
工现场，真正应了那句老话

“谁说女子不如男”。
2008年，35kV城北站

升压改造工程中，唐韶辉
白天因为其他管理工作，
很难静下心搞设计，只好
利用晚上加班。那时候孩
子刚一周岁，只有把孩子
哄睡了，她才能干活。多少
个夜晚，多少个休息日，她
都在加班加点搞设计，只
能把孩子交给老人看护，
既辛苦了家人，又忽略了
孩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后
来变电站设计如期完成，
她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技技术术骨骨干干唐唐韶韶辉辉

敢干、敢闯、敢吃苦、敢受累

“你们这里前台受理女
警官不仅服务态度好，而且

办证速度快。”走进福山区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服务大
厅，经常能听到前来办事市
民的赞叹，他们口中的这位
女警官就是陈佳。

出入境管理工作涉及
面广、政策性强，这对出入
境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
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陈
佳严格遵守“群众高于一
切，服务永无止境”的工作
信条，带领全科民警每年办
理各类证件都在2000件次
以上。从警20多年来，她先
后荣获全烟台市“十佳女警

官”、烟台市“三八”红旗手、
山东省“优秀人民警察”等
荣誉称号。

在日常工作中，陈佳严
格要求自己，从不拿原则做
交易，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
理出入境业务，对违反规定
的事坚决不办。几年来，陈
佳共拒吃请80余次，拒收礼
品价值20000余元，查处弄
虚作假者27人次，以实际行
动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
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严格
执法，维护了国家正常的出
入境秩序。

美美丽丽警警花花陈陈佳佳

贴心服务诠释警民亲情

本报通讯员 单伟伟 王培海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整理

致致富富带带头头人人曲曲凡凡玲玲

“村里变好

俺心里甜”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
身泥”，这是牟平区高陵镇
东夼村过去的写照。那时
候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街
道，村民以种植粮食为业，
经济收入低。2003年，41岁
的曲凡玲当选东夼村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一个
老娘们，能撑起这个乱摊
子吗？”开始部分村民持怀
疑态度。

针对东夼村山地多
的特点，曲凡玲确立了发
展果业的思路，虽然反复
宣传发动，但报名者寥寥
无几，究其原因：村里灌
溉条件不好。

曲凡玲外出拉赞助建
起扬水站，水的问题解决
了，可报名的村民仍不过
半，多年以粮为纲的思想
无法一下子消除，曲凡玲
一夜之间嘴上长满了水
泡。她发动村两委班子挨
家做工作，组织村民到观
水、王格庄等镇参观，请专
家到村里传授果业知识，
并采取资金补助的方式鼓
励村民种果树。后来，全村
80%的村民种上了果树，果
园面积达到400多亩。

果树种上了，她又动
员全村百姓对外发布招
商信息，使总投资3000万
元的紫玉山庄休闲观光
项目落户该村，增加集体
收入的同时，还可安排村
里30多人就业。

在曲凡玲的带领下，
东夼村的街道整洁了，村
民收入年年递增，昔日的
落后村变成了新农村建
设的示范村。“看着村里
一天比一天好，俺再苦再
累心里也甜！”曲凡玲说。

““巾巾帼帼社社区区康康复复志志愿愿服服务务队队””

病人的“编外”亲戚

“面对那么多有需求的病人，
看着无助而又身心疲惫的病人家
属，我们多付出一点，少休息一
点，病人就会安全一点，家属也会
宽慰一点。”“巾帼社区康复志愿
服务队”队员刘英感慨地说。

2011年初，滨州医学院烟台
附属医院成立了由108名医护人
员组成的“巾帼社区康复志愿服
务队”，成员均是工作5年以上、
临床工作经验丰富的医护人
员。她们筛选发病率、致致残残率率
和和并并发发症症较较多多的的脑脑血血管管疾疾病病
病人作为重点护理对象，利
用休息时间为出院患者做
家庭访视，把优质服务延伸
到患者家中。

牟平区妇联主席郭世莲介
绍说，这支“巾帼志愿者”已经为
城区、龙泉镇、姜格庄镇、武宁
镇、高陵镇、玉林店镇的数十名
出院患者进行了家庭访视，教会
了病人及家属多项护理技术操
作，她们的坚持让患者和家属深
为感动，人们亲切地称她们为病
人的108名“编外”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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