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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实习生 胡婉柔

 近日，中国妇女十三大湖南代表团从巾帼盛会圆满完成任务返湘，代表们第一时间走进田间地头、企业工厂等地宣讲中国妇女十三大精神。
大会期间，代表们相聚有哪些趣事？回湘之后，代表们之间还有哪些暖心故事在延续？听听她们的心声！

诉心声、传爱意！盛会归来的湖南代表让温暖延续

潇 湘巾 帼 心 向 党  喜 庆 妇 女 十三 大

“又施了肥，这苗壮了！看来明年

又要丰收了。”11月6日清晨，中国妇

女十三大代表、株洲市炎陵县优农尚

品水果种植专业合作联社的理事长陈

世丹忙得很，一边修剪桃枝叶、施肥，

一边清理果园的落叶、病果和杂草。

 上午 9 时，陈世丹在公司宣讲了

中国妇女十三大精神，“我要把大会精

神传到田间地头，奏响乡村振兴的最

强音。”陈世丹说。

带动 200 多名妇女就业，人均年收入增加 9600 元以上
2004 年，陈世丹嫁到了炎陵县中

村瑶族乡平乐村。2008 年，她公公疾

病缠身，夫妻俩毅然决定放弃在外的

工作机会，专心在家种植黄桃。虚心

向村民专家求教的陈世丹直到第四年，

才真正种出个大、形正、色艳、味甜的

黄桃。

“早期山路不便，很少有人进村收

购。”陈世丹说，为了打开销路，她和

丈夫经常开面包车把黄桃拉到县城卖，

忙到凌晨 1点多，第二天一早又赶回家

摘桃子。没有固定客源，她就在小区试

味推销，遇到过别人的不理解，但黄桃

极佳的口感，还是吸引住了第一批顾客。

“一个人致富不算富，共同致富才

是真正的富。”这是陈世丹总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贫困户凌振武左手小臂缺

失，妻子下肢残疾不能行走，一家全

靠凌振武种植黄桃树所得的收入和低

保金度日。“然而他缺乏技术，导致效

益很低。”陈世丹就上门提供技术指导，

并连续 3 年帮凌振武家销售黄桃 10 多

吨。依靠种植黄桃，凌振武一家成功

摆脱了贫困，年均收入超过 5万元。

2016 年，陈世丹牵头联合中村、

下村等八家种植合作社成立了优农尚

品水果种植专业合作联社，通过线下

销售，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如今，她的

公司已带动周边村镇妇女 200 多人，实

现人均年收入增加 9600 元以上。

人生至暗时刻，感恩“娘家人”的陪伴与关心
今年 8 月 5 日，陈世丹经历了人

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在一起卖桃子的

时候，丈夫突发疾病去世。

炎陵县妇联主席罗灵花当天就赶

到陈世丹的家里，送上了慰问金，并

鼓励她。让陈世丹最为感动的，是株

洲市妇联主席漆帅花也特意打来了电

话慰问，还专门邀请了国家高级心理

咨询师马丽华来陈世丹的家中进行了

49 天的心理疏导。

 “我是村里的种植大户，村民们

很担心我会倒下去，纷纷来问我明年

桃子怎么卖。”看着村民们期待的眼神，

无数个夜晚以泪洗面的陈世丹咬紧牙

关，一边推进并不顺利的黄桃销售，

一边料理丈夫的后事。

 10 月 23 日，中国妇女第十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到达

人民大会堂前，看着天安门广场上飘

扬的五星红旗，陈世丹激动得无法言

表。与全国各地的代表们一起步入会

场，陈世丹的眼眶湿润了。

 在湖南代表团会议上，陈世丹看

到其他代表都踊跃发言，她无法抑制

自己激动的心情，像跟久违的好友聊

天一样，倾诉自己两个多月来的苦楚：

“在我的创业路上，我深切感受到妇联

组织的温暖，她们是我们妇女群众信

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娘家人’。”

 “如果有需要，卖桃子、做桃干，

我都可以提供包装建议指导。”湖南邬

辣妈集团董事长邬文明被陈世丹的故

事深深打动，她当场表示，将跟陈世

丹共享客户资源，在产品的制作、包

装等方面给予支持。

 散会后，湖南团代表姐妹们用自

己的方式关心陈世丹：有的买黄桃支

持她，有的陪她散步谈心，有的把她

的故事写在宣讲材料里……姐妹们暖

暖的爱意，温暖了陈世丹的心。

 返湘后，陈世丹第一时间向公

司的妇女群众宣讲中国妇女十三大精

神。谈到未来的打算，陈世丹希望，

带动周边更多妇女一起从事黄桃种植

产业，利用现代化农业技术进行科学

种植，打造具有特色的黄桃品牌，通

过农业产业兴旺帮助越来越多的妇女

群众走上致富路。

 一边拉扯孤独症儿子长大，

一边照顾其他孤独症孩子……中

国妇女十三大代表、长沙市天心

区星语林康复中心主任陈榕几乎

每天都陪伴在孤独症孩子身边。

11月1日，在大会期间被她故事

感染的四位代表现场支招破解孤

独症孩子关爱难题时，陈榕泪湿

眼眶：“一路走来，感恩越来越

多的爱心人士，加入了我们的行

列中。”

孩子1岁确诊孤独症，她与患儿家长创办“学校”
2005 年，陈榕1岁的孩子尘尘（化

名）被诊断出患孤独症。她和丈夫

便开启了7年的漫漫求医康复之路。

 在陪尘尘进行康复训练期间，

陈榕认识了很多跟她同样遭遇的家

长。陈榕发现，几乎每位家长都抱

着同样的想法：“希望孩子能多接触

正常孩子，长大后才能更充分地参与

社会生活。” 

“要接受孩子不能被治好、只能

做终身康复训练的事实，认清事实，

努力让孩子过得更有尊严，才是最重

要的。”陈榕说，一个小小的但让她

充满希望的想法，开始在她心中生根

发芽。 

2015 年 6月，陈榕投入 200 余

万元与人合办了一所针对孤独症孩子

的“学校”。2016 年 9月，星学园正

式开学运营，原本要上六年级的尘

尘，成为了这里的第一批学生。

 2020 年，陈榕已成立第二个校

区星语林康复中心，两个校区均为民

办非营利性质。“近 7 年来接收了超

过1000人次的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

有超过 95%的儿童从这里顺利走进

了义务教育的大门。”陈榕欣慰地说。

“星星的孩子”，收获代表们的爱与温暖
面对这群“星星的孩子”，康复

训练的设置安排要更加科学。

 手把手指导用筷子夹豆子、牵

手练习通过独木桥……陈榕介绍，

根据每个孩子认知、表达、运动能

力的不同，中心“逐人定制”相关

课程：运动能力薄弱，就安排拍皮

球等运动；认知能力不足，就引导

孩子按照形状、颜色归类摆放教具；

动手能力较差，就多组织孩子参与

绘画、折纸等活动。

 融合教育，也是陈榕十几年来

一直在中心坚持做的事。在融合教

育下，孩子们的进步肉眼可见：第

一次跟几个同学嬉笑着走进教室；

第一次能自己准备和整理好学习用

品；第一次主动跟家人说很长一段

对话……这些变化，让陈榕感到安

心。在她的努力下，中心越来越多

的孤独症孩子，进入了普通小学读

书。

 今年10月，陈榕去北京参加了

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会议期间，陈榕偶遇了东北财经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大连市爱纳孤

独症障碍者综合服务中心理事长张

嫚，一位同样做孤独症关爱的公益

人，“她也是一位孤独症男孩的母

亲，目前正在探索为孤独症患者提

供系统化、全生涯的康复训练、就业、

养老等服务体系，并设立了辅助性

就业基地。”陈榕说，她们还探讨了

如何借助特殊需要和信托机制设计，

构建孤独症患者的全生涯性服务体

系，来缓解甚至解决家庭的终极后

顾之忧。

 爱和温暖，还在会后延续。10

月30 日，全国妇联第十三届执委、

衡阳市蒸湘腾跃工艺厂董事长肖跃

莲开车送来了她捐赠的 100 件儿童

服装；10月31日，中国妇女十三大

代表、张家界占生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邓绍云从张家界寄来了100

个玩具；11月1日，四位中国妇女

十三大代表一同前来陈榕所在的机

构走访慰问孤独症孩子。

 “患上孤独症的孩子，受困在

自己的心智里，就像一颗颗独自闪

烁的星星。”陈榕说，“我想给患孤

独症的孩子点亮前行的灯，也让更多

‘星星的孩子’能在社会关爱下融入

社会，不再孤独闪烁。”

陈榕（右）与同样关爱孤独症患者
的代表张嫚合影。陈世丹正仔细地给幼黄桃套纸袋。

创业路上，她深切感受到妇联组织的温暖 姐妹们传递爱意，为“星星的孩子”点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