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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心向党，喜迎二十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在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建设
现代化新湖南的新目标中，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发扬担当和奋进精神，攻坚克难、创新突破、砥砺前行，彰显建
功新时代的湖湘巾帼力量，勾勒奋斗女性的最美剪影。  
      继巾帼初心耀三湘——初心篇、传承篇、奋斗篇、先锋篇系列专题之后，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 / 凤网再
次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强国复兴有我”专题报道，聚焦湖湘高层次女性人才，为您讲述“强国复兴有我”的
湖湘巾帼故事，展示她们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精彩人生，激励广大女性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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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生命危险出野外，她用金色年华铸就绿水青山
4 年前，一位女地质工作

者主持完成了湖南省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
程申报，为湖南省争取到了
20 亿中央资金。

今年，她作为技术总指导、
总把关，又助力湖南长江重
点生态区洞庭湖区域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工程，湘桂岩溶地湖南沅江、
资江上游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实施方案
成功申报，为湖南省又争取了
25 亿中央资金。

 她是梅金华，湖南省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生态修复、
绿色矿山建设领域技术带头
人。2021 年，梅金华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2022 年，
她获评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届
优秀女地质科技工作者奖。
面对这些荣誉，梅金华感受
到更多的是鞭策和鼓舞。“我
的名字里有‘金华’二字，正
如我把自己的金色年华都献
给了地质事业，我的后半生，
则将为谱写‘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新篇章而奉献我
的所有年华。”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梅金华，湖南省自然资源

事务中心生态保护事务部部长，

曾 2 次获部级优秀成果奖，3 次

获部级科技进步奖。近年主持

科研项目 9 个，开展省部级项目

30 余项，出版专著 7 本，研制

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

理验收标准》《非金属矿绿色矿

山标准》等 6 个地方标准。

人物档案

冒险勘探，为国家建设寻找更多资源
“当你在上班路上乘坐交通

工具，生活中使用手机或者电

脑看新闻的时候，你就运用到

了矿产资源。交通工具的钢铁

等材料来自有色金属矿，手机和

电脑的塑料机身来自石油，找到

矿产资源支撑现代化工业发展，

这就是地质工作者的任务。”当

记者问起地质工作与生活的关

系时，梅金华举了一个生动的例

子。

说起自己从事的地质工作，

梅金华感觉很骄傲。“地质工作

是一切工作的先行者，地质工

作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先行

性、基础性工作，服务于经济

社会的各个方面。”梅金华告诉

记者，“我们的吃穿住行也都与

地质工作有关。从起床、吃�吃��

餐、工作、买菜，到做饭、洗衣、

看电视、看书、睡觉，我们在

不断地使用来自地球的能源、

水、农产品、工业品和矿产品。

这背后，都离不开地质学的知

识和地质工作者的艰辛付出。”

“我是用脚步在丈量祖国的

大地。”在梅金华看来，地质事

业是勇敢者的事业。作为一名

地质工作者，她和其�地质工�地质工地质工

作者一样，最常和家人说的话

就是“出野外”。

上世纪九十年代，梅金华所

在单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遥感

技术找矿，�们跋山涉水、翻山

越岭、夜宿星辰去寻找的，是

国家需要战略储备的矿产资源。

“但地质又是一个大概念，说白

了，就是为国家建设寻找更多的

资源，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刚开始到单位从事遥感地

质找矿工作时，工作组只有梅

金华一个女生，但她并没有受

到特殊照顾。“我们经常是去很

偏远的山区，所以带干粮、带

馒头在野外吃是常有的事。”梅

金华笑着说，“为了调查取样，

要刨土、凿石，并扛矿样下山。

上山几个小时，下山又是几个小

时，往往�上一大�出去，一忙

就忙到天黑。”

这期间，遇到了一件至今让

梅金华忍俊不禁的事。有一次，

梅金华跟同事在野外调查，从

�上找矿到天黑才结束。调查

工作结束后，�们又马上开始找

住的地方，但直到晚上8点多，

依旧一无所获。这时候路上已

经没有了行人，费了很大周折，

�们才找到一户人家借住一晚

上。“在这户人家家里简单吃了

东西后，我脸也没洗、脚也没泡，

就直接睡了。”

“很多时候，我们是冒着生

命危险在进行野外调查。”在湘

西做地质调查时，梅金华还碰

到过毒蛇。“对于我们地质队员

来说，最担心的就是遇到毒蛇。

当时我很害怕，便想办法避免

与蛇正面交锋，最终成功脱险。”

野外工作没有周末和节假

日，只要现场工作不停，梅金

华就不能休息。她像很多地质

工作者一样，沉浸在地质野外工

作的乐趣中。“我的乐趣在于走

遍三湘大地看山水，从项目野

外调查成果中收获幸福感和成

就感，还可以锻炼身体，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好奇入行，成长为专业领域技术带头人
梅金华与地质的缘分，源于

她小时候的好奇心。

梅金华哥哥的高中同学是长

春地质学院地质学专业的学生。

有一次放寒假，�给梅金华讲了

很多跟地质专业相关的传奇故

事。“听�讲完后，我觉得学地

质很神奇，感觉�们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还可以探测地底下的

水。”梅金华笑着说，“恰好这时

候，我住的小山村里还出现了很

多地勘队来找矿，就觉得大山里

还有矿可以找出来，很有意思，

便萌生了学地质的想法。”

在高中毕业填志愿的时候，

梅金华在志愿表上填了一个地

质类的大学。“当时的规定，是

先填志愿后考试。我那时候分

数考得比较高，已经进了中南工

业大学的分数线。但为了确保

能录上，我便填了服从调剂。”

最后，梅金华�录取到了中南�录取到了中南录取到了中南

工业大学地质系。

大学报到的那一天，梅金

华惊奇地发现，原来很多人都

是服从调剂过来的。“当时只要

填了服从调剂的，很多都调剂

到了我这个专业。”梅金华����

道，“地质学，也称地质估，所

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分析、

估计、预判，慢慢便觉得地质

学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神奇。”

1996 年，梅金华从大学毕

业，分配到了湖南省地勘局下

属的湖南省遥感中心。报到后

的第一天，梅金华就�下�到�下�到下�到

了基层，在岳阳分站工作。“我

依旧还记得当时坐着一台破吉

普，摇摇晃晃大半天才到岳阳。”

��起当时去岳阳工作的场景，

梅金华印象十分深刻。“我那时

候做地下水监测，主要工作是

用一根绳子拴着一个铁坨放到

井下去测水位、水温，5天测一

次，那是我最轻松的一段工作

经历。”

梅金华的地质工作经历很

有规律，基本以五至六年为一

个阶段。“这 20 多年，我做过

遥感地质、国土规划、地下水

监测、矿山地质环境及地质灾

害防治等工作，在单位的技术

工作经历可以说是最丰富的，

所接触到的工作也是最全面的。

现在绿色矿山建设的标准，也

是我带头起草。”

迎难而上，连续两个月吃喝在办公室
对梅金华而言，工作就是

她最大的爱好。20 多年来，“白

+ 黑”“5+2”的工作模式是她

的常态。有一次，她还为赶任

务连续两个月吃喝都在办公室。

“当时我们申报了 17 个国家级

土地开发整理规划设计项目，

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我

就带领部门全体员工每天在办

公室加班。”累了，梅金华就在

办公室的行军床上休息；饿了，

她就点外卖在办公室吃。

2018 年全国山水工程方案

申报，也是一段让梅金华很难

忘的经历。“我一直都是不把困

难当�事，觉得工作上没有遇

到过困难。但那一次压力是最

大的，连领导都说别把我累垮

了。”梅金华自�地说，“有困难，自�地说，“有困难，说，“有困难，

就迎着困难上嘛。”

在项目申报过程中，梅金

华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能兼顾

家庭。当时，梅金华的女儿正

在准备参加高考，在离高考只

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突然出

现了双耳突发性失聪。得知消

息后的梅金华非常着急，急匆

匆地带着女儿去医院看病。

“女儿听不到声音有一段时

间了，但她没有告诉我，我自

己只顾着工作，没有及时发现

她身体的异常，如果她以后真

的听不到了，我一生都会很愧

疚。”幸运的是，通过治疗，梅

金华女儿的听力恢复了正常，

不仅顺利地参加了高考，还考

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

为了提高项目申报工作效

率，梅金华充分挖掘了每一个

人的特长，并通过�理分工来并通过�理分工来通过�理分工来

提高工作效率。在梅金华和团

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湖南省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

点工程最终申报成功，为构建

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修复

理论体系、建设平安湖南作出

了重要贡献。

“未来，我将开展好生产矿

山生态修复的监督监管，继续

制定一系列生态修复相关的技

术标准体系，完善整个技术体

系架构。同时，在掌握现有历

史遗留矿山分布的基础上，与

其它部门共同研究，做好整体

性系统性生态修复工作，为全

面提升我省‘一江一湖三山四

水’生态空间格局的生态功能

而奋力拼�。”梅金华说。�。”梅金华说。。”梅金华说。

梅金华在野外进行勘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