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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潇 湘 巾 帼 心 向 党  喜 迎 妇 女 十三 大

金秋时节，硕果丰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谋划新
时代党的妇女工作，引领我国妇女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北京盛大召开，这是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巾帼盛会。湖南代表团 53 位代表将肩负重托，把党中央和全国妇联对妇女工作的新要求带
回湖湘大地，引领广大妇女群众争做时代的书写人、追梦的奋斗者。

“潇湘巾帼号”列车即将开往北京，代表们的行李箱里都装了哪些“特产”？她们又有怎样的心愿？今日女报 / 凤网推出“喜
迎妇女十三大”专题报道，揭秘湘女代表们的参会行李箱，聆听代表们的心声，展望“下一个五年”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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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开箱”记①

情意满满！一张湖南红色家风地图，传递革命先辈精神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代表“开箱”记②

心意满满！一本水稻种植的书，成为农民的良师益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早稻直播为何烂秧毁种？优质稻

如何种出高效益？……记者在中国妇

女十三大代表、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

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贾琳的行李箱

里，看到了一件“宝贝”——《今日

说稻》。书本中，实操性强的水稻栽

培技术随处可见。

 作为湖南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湘

北试验站技术骨干，贾琳在与水稻种

植大户的交流和为大面积水稻生产服

务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经济高效、

实用性强的水稻栽培技术思路，“我

对平时在水稻种植大户微信群里发布

的一些技术意见，以及在报纸上发

表的文章进行提炼，形成了这本书。”

贾琳说。

 “书中包含的水稻防倒伏技术，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推广应用这个

专利技术，对提高水稻生产效益、增

加粮食产量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贾琳告诉记者，这次参加中国妇女十

三大，她想向更多的姐妹们介绍书里

的技术方法，帮助更多从

事水稻产业的女性提高

水稻种植技术，一起

为“端牢中国饭碗”

贡献巾帼力量。

 “科 研人 员不

光 要埋 头 搞 科 研，

还要为基层群众做好

服务，这本书最大的特

点就是它的实用性，希望

它能成为科研工作者与农民打

交道的一个纽带，成为农

民在水稻生产中的良师

益友。”贾琳说，“未来，

我会与我们科研团队

一起扎根基层，不

断完善提高水稻种

植技术，推动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把粮

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

代表“开箱”记③

爱意满满！一套土家服装，让更多姐妹喜欢民族文化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10 月 18 日晚上，褪去一天工作

的疲倦，张家界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彭川晋在家里整理自己的行李

箱，只见一套做工精美的土家族服

装尤为夺目，“我是土家族，我准备

带这套土家织锦服装，穿上它，就

是想让更多的姐妹了解我们土家族

的文化”。

“这是由我们张家界的绣织女用

传统挑织工艺手工编织而成，织锦

颜色沉稳，花纹繁复而不杂乱。”彭

川晋开心地向记者介绍着这套服装，

衣服上的土家织锦“四十八勾”是

最具代表性的花纹，象征着太阳和

火焰，“其造型和设色较为自由，勾

状形态由单线、双线相连，亦可阴

阳互换成型，尤显富贵华丽和吉祥

喜庆”。

 “‘西兰卡普’是土家织锦的土

家语，2006 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高度浓缩

的民族文化’之称。”彭川晋告诉记

者，土家妇女大多擅长在

服装上进行挑花、刺

绣等装饰工艺。如今，

土家民族服饰实现

了从“养在深闺人

未识”到“飞入寻

常百姓家”。

 作为从张家界走

出来的中国妇女十三

大代表，除了展示土家族

的风采与文化之外，彭川晋还

特别关注妇女儿童健康成

长，“我们将深化七色

花妇女儿童维权一站

式服务项目，持续

推动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广泛开展性

别平等教育，为加

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

目的地、推进张家界

现代化建设贡献巾帼力

量”。

“我们在每个市州选择了最具代表

性的人物或地标，通过漫画的形式画

了出来，然后把我们到过的地方，用

小红旗标记了出来。”10月16日，长

沙理工大学校园内，方琼拿着一张新

出炉的红色家风手绘地图，向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介绍，而地图上的每一

面小红旗则代表着她和团队收集到的

一位湘籍革命前辈的家风介绍。

方琼是长沙理工大学党委委员、

宣传部长，同时也是此次中国妇女十

三大代表。这一次前往北京参会，她

准备带上这张和学生们共同完成的红

色家风手绘地图，“献礼中国妇女十三

大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有更多人来一

起传承红色基因”。

2022 年初，方琼完成了在湖南省

妇联的挂职任务，回到了长沙理工大

学。在省妇联分管家儿部的工作经验，

让方琼对于“家风家教”工作有了很

多新想法。于是，回到学校的她以“传

承红色基因，培训时代新人”为切入点，

带着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先后

参观长沙市周边的党史馆、革命先辈

故居纪念馆。最终这一课题被评选为

湖南省社科重大课题，团队也逐渐壮

大至 20人。

方琼决定，利用暑假让学生们前

往湖南14 个市州，寻访红色家风故事。

“不能拍照就抄写，没有展馆就寻找后

人和邻居”。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学生

们收获满满。老师们发现，学生们还

搜集到一些鲜为人知的革命先辈家风

故事，“比如邓华、彭儒等革命前辈的

家风故事”。

“为什么我们不设计一张手绘地

图，把这些红色家风故事都放在一起

呢？”当大家再次聚集到一起时，感

受到学生们满满的分享欲，方琼提议

道。

很快，这一建议得到了

一致认可，大家经过商

量，选出了每一个市

州最具有代表性的

地标建筑或者人物，

随 后又 逐一认领。

很快，手绘地图完

成，同学们将足迹所

到之处标上了小红旗，

“每一面小红旗代表一位

革命先辈的家风故事，我们

现在已经整理了55 个家风故事。”方

琼告诉记者，有些先辈并没有十分具

体的家风家训，这时候，老师就会带

领同学们查询他们的事迹，翻阅他们

的家书或者撰写的文字，从中提炼出

他们的家风。

“这项工作非常有价值，在寻访的

过程中，我不仅深刻领悟到了先辈们

的精神，让自己充满了力量。”一位成

员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其他成员也深有同感。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

到先辈们的精神，学

生们加班加点，在

新生入学前制作完

成了手绘地图。在长

沙理工大学金盆岭校

区迎新点，硕大的红

色手绘地图吸引了不少

报到的新生驻足观看，“第一

眼就被海报吸引了，这种地图的形式

非常吸睛，红色文化元素传达生动有

趣”。

如今，中国妇女十三大召开在即，

方琼将这份湖湘红色家风手绘地图放

到了行李箱里，准备带到北京去，“让

大家感受湖湘红色家风的同时，也能

够更加重视红色基因和红色资源的传

承”。

即将装入行李箱中去
北京的“宝贝”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