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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良子伸村村民早早就
来到村口，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特
殊客人——“外嫁女儿”。

“爸妈，我们一起回来看你们
了！”上午10时30分，160余名外嫁
女盛装打扮，兴高采烈，在热闹的锣

鼓声中和娘家人一声声“欢迎回家”
的热情招呼中，拉着横幅、扭着秧歌
缓缓走进村子。平日里常住人口只
有200余人的村庄，一时间沸腾了。

这些外嫁女当中，有的嫁到外
省，也有嫁到本省其他市县，还有嫁
到当地的其他村镇，无论是80多岁
还是刚出嫁不久，这一天都从四面八
方陆续回到“娘家”——良子伸村。

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她们
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滔滔不绝地拉
起话来。“我们村的人十分亲近，要
不怎么这么多人，说回来就都回
来。亲不亲，故乡人啊！”活动策划
者、外嫁女刘艳菊感慨地说道。

为了迎接亲人们回家，早在几
天前，良子伸村娘家人便行动起
来，把村头巷尾、庭前屋后都打扫
得干干净净，家家户户喜气洋洋，
备好瓜子、花生等果盘。

“当叔叔伯伯拉着我的手，一

声声的问候，勾起了我很多童年的
回忆，很亲切也很温暖。”良子伸村
外嫁女儿刘慧高兴地说。

在外嫁女回娘家团聚的活动
中，外嫁的良子伸女儿们用自编自
演的舞蹈、歌曲、秧歌、乐器、快板
等多种形式，歌颂党的政策和家乡
的变化，表达了对故土的思念和对
家乡发展的期盼，现场其乐融融，
热闹非凡。

活动现场，为弘扬敬老爱老的传
统美德，外嫁女还为村里80岁以上的
老人系上红围巾，送上慰问品，祝福
他们健康长寿，场面隆重又热烈。

“这个活动办得好，把外嫁的
女儿们聚集在一起，能够凝聚人
心，加强沟通。我们中国人就是要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这样才能够
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村里 82
岁的老人刘天财看到大家欢欢喜
喜在一起，感到特别欣慰。

● 外嫁女举牌进村感恩情

刘甜：用笑脸服务客户

小窗口，大担当。在刘甜的工作岗位上，党员先锋岗的牌子格外
引人耳目，许多企业就爱找这块牌子。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更好的
服务，更认真地工作。

作为延川县行政审批局政府和社会投资项目窗口的工作人员，
刘甜每天都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而随着“放管服”改革的逐步推
进，相关制度也逐渐增加，为了清楚每一项制度，刘甜经常利用休息
时间学习新的改革动态和工作机制。

“每年的业务办件量在300项左右，每一个事项的办理都关系到
建设项目的开工投产。这几年的窗口工作经历，让我更加认识到，我
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尤其作为党员，我更要坚守
窗口一线，牢记为民服务初心，用热情的笑脸、真诚的服务擦亮行政
审批服务窗口。”刘甜说。

“‘项目+管家’真是太方便了，刘甜的服务也特别热情周到。以
前我们办业务都要去各个单位跑，浪费很多人力财力物力；现在一站
式服务，为我们企业节省了很多时间，真是太方便了。”延川县铭翰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杨明说。

最美的路是回家的路，最甜的
水是家乡的水。

“虽然村容村貌发生了变化，
但还是记忆里的样子，很亲切。”

“村里除了苹果，还能发展哪些产
业？”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定要重视挖
掘发扬村里的传统文化。”

…………
文艺演出结束后，外嫁女与父

老乡亲欢聚一堂，拉家常、叙旧情、

谈新事、话发展、忆乡情，村里处处
洋溢着欢聚的热闹氛围。

今年 56岁的外嫁女刘小燕，
1997年嫁到山西河津后，现在全家
都生活在浙江省。前几年因疫情
原因，一直没有回过家乡。听说这
次村里举办“百凤归巢大团圆”活
动，她立马报名。

“每次回来都有惊喜，村民住
房由过去的‘土窑洞’变成‘小洋
楼’，苹果产业发展起来了、交通也
方便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家乡
真的越来越好了。”谈及近些年良
子伸的变化，刘小燕用“欣欣向荣”
一词来形容。

良子伸村位于宜川县秋林镇北
部塬区，是一个以苹果产业为主导的
果业大村，现有果园2435亩，其中挂
果面积 1703.8亩，新品种改良 280
亩。2023年，全村仅苹果一项收入
1600余万元，人均年收入2万元。

“良子伸是我的家乡，这些年
都在关注家乡的发展，我们外嫁女
也想为家乡各方面的发展作出自
己的贡献，同时也祝福家乡的明天

更富更好！”外嫁女刘慧说。
近年来，良子伸村苹果产业发

展稳中有进，通过实施和美乡村建
设，村容村貌明显改善。刘拥军
说，这次聚会，让这些外嫁女们更
好地了解良子伸村的发展情况，关
心、支持家乡各项事业的发展，同
时也为当地营造出宗亲团结、村风
和谐的美好氛围。

“良子伸村‘百凤归巢大团圆’
活动，是一次生动的弘扬传统文化
的文明实践活动。”宜川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主任王奇梅表示，回
娘家弘扬的是孝道文化，凝聚的是
人心和民心，带来的是各地不同文
化的交流，展现的是风采与自信，
将把类似活动持续推广、发扬光
大，让其在乡村振兴和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中发挥出更大作用。

“今后，我们将继续建好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发
挥好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
关心群众的重要作用，为宜川县高质
量发展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
量。”王奇梅说。

“为家乡骄傲，祝福家乡更好”

● 外嫁女看望村上老人

拓世焱给学生上课拓世焱给学生上课

刘甜为客户办理业务刘甜为客户办理业务

“百凤归巢”话桑梓
——宜川县秋林镇良子伸村百名外嫁女回娘家小记

通讯员 李文振

“左手一只鸡，右
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
一个胖娃娃……”这首
耳熟能详的《回娘家》，
唱出了无数外嫁女儿
回娘家的真实场景。

“旅泊三千里，思
亲十二时。”3月16日，
宜川县秋林镇良子伸
村举办了首届“百凤归
巢大团圆”活动，160
余名外嫁女相约集体
回娘家，和娘家人欢聚
一起拉家常、叙旧情、
谈新事、话发展。

致敬闪闪发光的“她”
通讯员 张伟 高帅

编者按

冰心曾说过：“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
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微风渐暖，春意盎然。在延川，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各领域的广阔
舞台上展英姿、显身手，她们与男性一样，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
着不平凡的业绩，为延川高质量发展贡献着“半边天”力量。

“一想到你们回来，一家人团
聚，我们的心里就美滋滋的。”拉着
三女儿刘小媛的手，63岁的刘秦宜

就打开了话匣子，有说不完的话。
村里举办首届“百凤归巢大团

圆”活动，让刘秦宜家的院子一下

子热闹起来。不仅二女儿、三女儿
和儿子儿媳带着孩子回来了，姑
姑、姐姐和妹妹们也回来了，屋里
人数一下子增加到20多口人。

“家里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
了。”刘秦宜说，自从儿女们成家
后，屋里就剩81岁的老母亲和他们
老两口，尽管逢年过节儿女们会回
家看望他们，但总共也住不了几
天，也很少有全家团聚的时刻。

“尽管这次大女儿没能回来，
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刘秦宜笑着
说。

听了父亲的话，刘小媛紧紧地
搂着父母的肩膀，眼中含着泪水，
对他们说：“爸妈，我对不起你们，
这些年我们几个儿女没有好好照
顾你们。以后我一定会多回家看
望你们，让你们过上幸福的晚年。”

刘小媛父母听了女儿的话，心
里也很感动。他们说：“孩子，你不

用内疚，我们知道你们忙，没时间
回来。只要你们几个过得好，我们
就放心了。”

在场的其他外嫁女和乡亲们
看到这一幕，也都深受感动。他们
纷纷表示，以后要多回家陪陪父
母，让他们感受到子女的关爱和温
暖。

86岁的刘富旗是村里的孤寡老
人，日常生活靠五保和民政救助。为
了让他感受家的温暖，刘艳菊和姐妹
们带着慰问品一起上门探望，拉家
常。外嫁女的这份亲情，让刘富旗老
人感动不已。

百善孝为先，宣扬孝道文化是
良子伸村的传统。“举办这次活动，
主要是宣传‘孝道文化’，儿女在父
母有生之年多回家看看，杜绝农村
薄养厚葬的陋习，让老年人都能在
幸福美满中度过余生。”良子伸村
党支部书记刘拥军说道。

“亲人们回家了，屋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啦”

● 刘秦宜夫妇和女儿刘小媛在一起

● 全村集体大合影

拓世焱：为学生梦想而战

新学期伊始，延川县中学已进入高考倒计时。在高三（8）班的教
室里，班主任拓世焱正为学生们讲解着物理知识。

这个班是拓世焱带的第七届高三毕业班，虽然已积攒了丰富的
执教经验，但每年的高考仍然让她不敢有丝毫松懈。

距离高考只剩短短的三个月，繁重的教学工作几乎填满了她的
生活。每天，迎着晨曦而来、披着月光而回。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的
重任只能落在丈夫安润宁身上。

“家长把孩子交到老师手上，本来就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作为老
师的话肯定要教育好，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安润宁说，“我和我爱
人是同学，对她的为人也很了解，她做事认真踏实，对工作兢兢业
业。作为家属，我肯定是全力地支持她，让她没有后顾之忧。”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家人的理解支持让拓世焱可以全身心投
入到教学中。而学校也逐年加大高考支援力度，征求老师高考备战
需求，最大限度保障高三师生的学习生活需求。

“高考是人生的最大挑战，也是我们人生的最大转折点。我们教
室有一面非常醒目的‘心愿目标’墙，写着每一位学生的理想学校，我
每次看到这面墙都非常受触动，我就想倾我所能，帮助他们考上理想
的大学、实现梦想。”拓世焱说。

邓喜丽：缝纫机上编织人生

夜幕降临，高三教学楼内却依旧灯火通明。同样忙碌的还有陕
西华延服装厂的工人们。

在位于马家河工业园区的华延服装厂生产车间里，上百名缝纫
工正有条不紊地在生产线上忙碌着。这座总投资 3000万元的服装
厂，现有职工202名，生产线12条，月产服装可达10万件。

一位身穿红色工装的工人格外亮眼，作为厂里为数不多的技术
工，邓喜丽掌握了平机、订扣机、锁眼机、打结机、四线机、平双机在内
等所有缝纫机器，这背后离不开她异于常人的付出。

“我是2019年公司刚创办的时候来的，是公司的第一批员工，那
时候只会平机。我利用中午、早上的时间，慢慢熟悉其他机器的操作
技术，直到我被调成技术工。现在，每次厂里换新款衣服，我都是第
一个学的，然后再给其他人教，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说起自己的
职业，邓喜丽充满自豪。

由于工厂采用计件制，对于许多缝纫工来说，做得越多意味着收
入越高。而把工作当作爱好的邓喜丽，光自己会还不够，还要帮助所
有工人解决制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每当有工人遇到困难找她时，
邓喜丽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

“技术工这个岗位对员工的技术要求非常高，要熟练操作各种机
器设备。不管什么衣服款式，邓喜丽看一遍差不多就会了，然后再给
我们教，直到教会为止。每年年底我们评优秀员工，她基本上都会被
评上，在公司的声望很高、口碑很好。”陕西华延服装厂人事部主任吕
治玲说，“如果所有的员工都能像她一样的话，公司的效率、产量都会
大大的提升。”

邓喜丽邓喜丽（（左左））给同事讲解技术给同事讲解技术

“爸妈，我们一起回来看你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