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8风采声音周刊
2024年 11月 11日 星期一

编辑/石佳 校对/李娜

电子信箱：minzhuzuyin@126.com

□本报记者 韩兵 通讯员 吴璇

在故乡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让振兴民族产业之路越走越宽。这是黑
龙江省人大代表、黑龙江谱华威乳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东梅的心
愿。早在回乡创业的那一刻，她就把奋斗目标藏在了公司的名字中：谱
华威——谱写中华威严。

“作为土生土长的汤原人，没有什么比推动家乡经济社会发展更让我
骄傲和自豪的。我希望与家乡并肩前行，一起变得越来越好。”近日，肖
东梅向记者谈及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成就，话语中难掩激动。

2004 年，肖东梅大学毕业后成为“北漂一族”，在北京创办科技公
司，从事进出口贸易，经过十余年的打拼，肖东梅成为乳制品进出口领
域的佼佼者。

“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招商，适合发展乳业的地区太多了。虽然有些地
方招商政策特别好，但是我的家乡也在等着我呢！我有责任也有能力让
它变得更好，我得回去建设家乡。”肖东梅决定回乡经商办企。

2018 年 5 月，肖东梅带着她的团队在汤原县成立了黑龙江谱华威乳业
集团有限公司，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投产，主营成人奶粉、儿童奶粉等
乳制产品。经过多年发展，黑龙江谱华威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吸纳地方
就业、促进家乡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肖东梅被当地群众亲切地
称为“汤原女儿”。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除了介绍乳制产品外，最多的
内容就是对家乡的宣传。“我希望社会各界能认识汤原、了解汤原、投资
汤原、振兴汤原。”肖东梅说。

“ 能 遇 见 她 是 我 的 幸 运 ， 她 身 上 那 种 敢 想 敢 拼 的 精 神 让 我 深 受 震
撼。”大学刚毕业就进入黑龙江谱华威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做研发的董单伟
谈起肖东梅，满眼是敬仰与崇拜。

作为销售领域的老前辈，肖东梅并没有系统学习过乳制品研发知
识。然而，她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从乳制品的各类标准学起，带
领两名刚毕业的大学生研制出了企业独有的乳制品配方，令业内人士为
之惊叹。

在产品质量上，肖东梅精益求精，不掺半点虚假。“我们这一行是良
心活，关系到宝宝的‘第一口粮’。我宁可少挣钱也一定要把产品质量搞
上去。”为此，她亲自抓生产，按照国家标准对产品生产过程严格把关，
注重市场跟踪调研，建成质量检测中心，为产品质量提供可靠保证。

奶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产业和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性产
业。肖东梅一直很重视“三农”问题，她借助黑龙江省的农业基础性优
势产业，发展集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2022
年，她在原有的工厂内扩建乳品加工厂及万头奶牛养殖牧场基地建设项
目，项目建成后总产值达 11.7亿元，带动了 500余人直接就业。

“企业发展不能缺少社会责任感。”肖东梅带领她公司的工作人员积
极支持脱贫攻坚、拥军优属、妇女权益保护和乡村振兴等工作。她招聘
的职工 90%以上都是当地的农村人口，吸纳多名残疾人和贫困户就业。因
此，黑龙江谱华威乳业集团有限公司被评为“汤原县转移贫困人口就业
基地”。

肖东梅用一流标准建设一流团队、用过硬作风打造过硬品牌。她先后
被评为汤原县三八红旗手标兵、双拥先进个人，获得佳木斯市“三江英才”
称号。2022 年 12 月，肖东梅作为优秀企业家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当选为黑龙
江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今年黑龙江省两会期间，她把“提高地方金融产
品类型，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建议带到两会。

“当选黑龙江省人大代表以来，我一直关注着检察工作。”通过多次
参加公开听证会、检察开放日、检企共建等活动，肖东梅加深了对检察
工作的了解。“今年以来，检察机关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在助企
护企方面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比如设立检察护企联系点，开展送法进
企业等活动，与企业建立常态化联系。此外，检察机关主动倾听企业家
的意见与呼声，了解企业发展的司法需求。”肖东梅说。

谈及对检察机关的期待，肖东梅表示，“希望检察机关一如既往地支
持企业发展，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共同为黑龙江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黑龙江省人大代表肖东梅：

归雁筑巢 故土盈香

□本报记者 郭树合

作为山东省巨野县一名地地道道
的农民，全国人大代表徐凤秋自幼热
爱 书 画 ， 于 2003 年 创 办 了 鲁 西 书 画
院 ， 是 山 东 省 工 笔 牡 丹 画 非 遗 传 承
人，荣获山东省巾帼创业带头人、山
东省百名创业之星、全国乡村文化和
旅游能人等多项荣誉。

目前，工笔画在巨野县已初步实
现产业化，成为代表当地传统文化的
一 张 亮 丽 名 片 ， 该 县 被 国 家 命 名 为

“中国农民绘画之乡”“中国工笔画之
乡 ”。 近 日 ， 徐 凤 秋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聊起了她的经历。

开启艰难的绘画路

徐凤秋出生在农村，家境非常贫
困。但她从小就有绘画梦，17 岁时便
开始从事绘画行业。徐凤秋最初的工
作是绘制瓷砖画、壁画，虽说也是画
画，但更多的是体力劳动，一天下来
常常累得腰酸背痛。她咬牙坚持，暗
暗告诫自己：“不能半途而废，一定把
绘画这个爱好坚持下去。”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巨野
县绘画产业飞速发展时期。巨野县的
工笔彩蛋、屏风、画扇等工艺美术品
受到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人们
的 广 泛 喜 爱 ， 出 口 量 大 幅 上 升 。 北
京、上海、济南等地的外贸公司瞄准
机会，鼓励巨野县承担相关业务。巨
野县抓住机遇成立了工艺美术厂，许
多 活 跃 在 农 村 的 农 民 画 师 进 厂 作 画 ，
该 县 的 工 艺 美 术 事 业 得 到 了 蓬 勃 发
展。改革开放后，为更好地发展书画
事业，巨野县于 1983 年正式成立美术
公司，绘画人员突破百人，年销售额
突 破 百 万 元 。 随 着 出 口 量 不 断 增 加 ，
学习绘画的人员越来越多，巨野县也
大力推广绘画产业，组织开展了多期

培训班。
徐凤秋怀揣梦想，报名参加了培

训。她每周骑自行车 40 多里地到美术
公司学画，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当时
她的儿子只有 6 岁，徐凤秋顾不上照
看，每次离家，孩子都在车后面哭着
追 出 好 远 ， 周 边 的 乡 亲 们 也 十 分 不
解，觉得学画画还不如踏实种地。

在徐凤秋的执着追求和家里人的
支 持 下 ， 她 先 后 拜 师 刘 昌 杰 、 黄 恩
涛、上官超英，主攻工笔花鸟兼修书
法，酷暑寒冬，终年不辍，绘画功底
日渐雄厚。

将绘画发展成富民产业

“学成回到故乡，我看到村里一些
孩子辍学在家，于是把他们召集起来学
习工笔画。”徐凤秋回忆说，“为了让学
生们的作品卖出好价钱，我和丈夫背着
50 多斤重的画包，兜里揣着 50 元，踏上
了未知的销售之路。当时路费就花了 26
元，我们住着最便宜的地下室，啃着自
己带的馒头，脚底磨出了血泡，终于找
到一位客户将作品全部收下。当时一幅
画还卖不到 10 元。”后来，徐凤秋好不
容易又接到一笔订单，却因为家庭作坊
式的管理模式，导致作品色差严重，客
户全部拒收。她没有放弃，下决心建立
自 己 的 画 院 ，对 画 师 集 中 培 训 ，统 一
管理。

面对蓬勃发展的书画产业，巨野
县政府提出了“发展工笔画产业，搞
活巨野经济”的新构想，把工笔画列
为今后经济工作的一门新兴产业，探
索“以画致富”的新路子。徐凤秋紧
紧抓住这个机遇，于 2003 年 7 月在巨
野县董官屯镇政府的帮助下，创办了
鲁西书画院，实行统一管理、统一销
售，给爱好绘画的人提供了学习和就
业的平台。

多年的打拼终于有了果实，鲁西

书画院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也带动
了更多人从事绘画行业。如今，鲁西
书 画 院 有 画 室 1000 平 方 米 、 展 厅 300
平 方 米 ， 拥 有 专 业 画 师 和 学 员 300 余
人 ， 先 后 培 养 了 6000 多 名 书 画 人 才 ，
带动就业 7000 余人。鲁西书画院也先
后 被 评 为 “ 菏 泽 市 文 化 产 业 示 范 基
地”“山东省非遗工坊”“山东省乡村
振兴巾帼示范基地”。

徐凤秋还有一个身份是山东省工笔
牡丹画非遗传承人。工笔画是巨野县的
当家画种，作为非遗传承人，推广巨野
工笔画，让更多人了解、喜爱、从事工
笔画产业，这是徐凤秋的夙愿。

为不断提升工笔画的质量和档次，
徐凤秋多次邀请山东省文联主席潘鲁
生，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官超英、
唐家路，曹州书画院著名画家于鲁俊、李
同安、丁远远等来画院指导教学工作，不
断推动工笔画的传承与创新。

2017 年，徐凤秋作为非遗传承人
受邀前往澳大利亚进行文化交流。同
年 10 月，央视十九大特别节目 《还看
今 朝》 山 东 篇 对 她 进 行 了 专 题 报 道 。
此后，她在北京建立工作室，开拓营
销 渠 道 ， 创 建 “ 传 统 画 院 + 新 零 售 ”
营 销 模 式 ， 并 受 邀 在 故 宫 开 设 展 览 ，
将工笔牡丹画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徐凤秋提
交了 《关于支持巨野工笔牡丹画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建议从国家层面
建立农民书画人才支撑体系，支持巨
野县申报以书画产业为主的国家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县，支持巨野
县 在 镇 、 村 建 设 农 民 书 画 培 训 基 地 。
这一建议提出后，受到了国家相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目前，巨野县每年拿
出 500 万 元 用 于 发 展 书 画 产 业 ， 其 他
相关工作也在逐步落实中。

帮扶更多有困难的群众

“我对孩子们说，我注定会为文化
事业奋斗终生，致力于打造巨野工笔

画、专业画乡村品牌，让大家只要提
到‘农民画’‘工笔画’，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中国巨野。”徐凤秋信心十足地
对记者说。

随着鲁西书画院的发展壮大，群
众对徐凤秋的工作越来越认可。作为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徐 凤 秋 积 极 联 系 群
众，发动困难群众参与到文化产业中
来。通过免费的工笔画技能培训，徐
凤秋让更多的留守妇女在照顾家人的
同时也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让
更多的残疾人不再依附他人，可以独
立 创 收 ； 让 更 多 的 农 民 农 忙 时 务 农 ，
农闲时画画，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文
化饭”，实现物质、精神双丰收。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些留
守妇女、农民、残疾人，由于家庭环
境和自身条件所限，很难获得正常的
收入。徐凤秋为他们免费进行工笔画
技能培训，并为有需要的学员免费提
供住宿，让他们专心学习，努力使身
边的亲人、周边的乡亲过上好日子。”
徐凤秋说。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障是徐凤秋
特 别 关 注 的 问 题 。今 年 1 月 ，“ 益 心 为
公”志愿者向巨野县检察院反映，某月
子中心存在食品安全和虚假宣传等问
题。该院经评估认为该行为有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的风险，随即启动公益诉讼立
案 程 序 。该 院 针 对 问 题 组 织 召 开 听 证
会，厘清相关监管职责，并向有关职能
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有关职能部门对辖
区的月子中心等母婴护理机构存在的
问题逐一梳理 ，共整改各项问题 20 余
个，有效促进了规范经营。

近日，徐凤秋与巨野县检察院检
察 官 对 月 子 中 心 整 改 情 况 进 行 回 访 ，
发现安全隐患已消除，新手妈妈和新
生 儿 的 安 全 得 到 了 保 障 ， 她 告 诉 记
者：“检察机关依法履职，维护了妇女
儿童的合法权益，值得肯定。希望检
察 机 关 深 入 了 解 老 百 姓 的 急 难 愁 盼 ，
进一步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为困
难群众提供更为有力的司法保障。”

徐凤秋：
新农人绘出致富路

徐凤秋 全国人大代
表、山东鲁西书画院院长

徐凤秋在两会大家谈节目中谈黄河流域保护相关情况。

肖东梅（左）向汤原县检察院检察长陈旭介绍乳制产品。

徐凤秋（右一）开展免费培训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