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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成龙

有一种坚守叫农技推广员，他们常年
扎根乡村、服务农民，将新品种、新技
术、新农艺送到田间地头，将新成果留在
农民家中。作为一名女性农技推广员——
椒江区农水局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长周
洪，她跟千万男同志一样，常年扎根在椒
江农业生产一线，以朴素的情怀带领农民
增收致富。她先后获得椒江区最美巾帼领
军人物、椒江区第八届拔尖人才、台州市
农艺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台州市巾帼科技
助农特派员和多项省部级农业丰
收奖、省农技推广贡
献奖等多项荣誉。

2004年从浙大园艺专业毕业后，周洪
来到椒江农业林业局，成为农技推广队伍
中的一员，主攻蔬菜瓜果农业技术推广。
随着城镇化进程，我区的农业种植面积逐
年缩减，农业从事人口也越来越少，如何
带领农民更好致富？经过调研，周洪发
现，甜瓜产业适宜的土壤气候条件和省力
化种植方式是我区特色经济产业的一个适
宜发展方向。于是从2010年开始，周洪开
始将农技推广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定位于
甜瓜产业扶持。

多年来，不论寒冬酷暑，周洪不辞辛
劳奔波田间一线，通过引进各种优质品
种、改进栽培方式、化肥减量等方面课题
的研究示范，帮助瓜农走向共富，为市场
提供更为优质、表现稳定的产品。

同时为了解决“粮经”争地问题，促
进特色经济产业——上万亩设施甜瓜的健
康持续发展，周洪潜心钻研，经多年探索
并推广甜瓜-水稻轮作模式。她深知，政策
性保险是农民的“保护伞”，她多方奔波，
在全省农业普惠性政策性保险基础上推出
全省首个甜瓜政策性农业保险，并通过成
立甜瓜产业协会引导瓜农抱团发展、注册
椒江农业公用品牌等多种方式，打响椒江
甜瓜产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截至目前，全区甜
瓜 产 量

达到30000余吨，产值达到1.2亿元。
“虽然围绕着椒江甜瓜产业已经有很多

服务功能和配套措施，但困难总是不断涌
现的。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必然还要继
续针对这些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周洪说
道。

同时，作为台州市政协委员、九三学
社椒江区委委员，周洪立足本职工作领
域，全力关注“三农”问题，积极撰写社
情民意，先后提交《关于加快推进我市农
业特色产业领域“机器换人”步伐的建
议》《关于加快农产品仓储保险冷链设施建
设的建议》等提案，用真诚和专业践行了
奉献和坚守的承诺，带领农户走向共富。

谈起为什么从事农业专业，周洪说
道，“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对农业、农村、
农民一直怀有特殊的情感。而且跟农民相
处多了之后，我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和一
个情感的联系，其次，在经过我们的帮助
后，农户的收益提升给予了我们很大的职
业成就感，所以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本报记者 孙嘉翊

国家心理咨询师、首批浙江省家庭教育
讲师团讲师、椒江区最美巾帼领军人物、椒
江区财政局工作人员、儿女双全的母亲……
采访中，记者试图从一个个身份标签中寻找
王琪作为女性的先进和成功。“在所有身份
之上，首先我是我。如果我不好，所有的身
份都将是灰暗的。”撕下这些标签，王琪还
原了真实、自信、乐观的自己，这也是女性
力量的根本所在。

源于兴趣 领军家庭教育

说起台州的家庭教育，王琪的父亲王圣
农是一个绝对绕不开的人物。他是台州首批
研究家庭教育的老师，80余岁仍醉心该领域
工作，获得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园丁等多种荣
誉称号。成长于这样的环境，王琪一开始也
并未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真正的开端源自十多年前，王琪正从椒
江五中调到椒江职业中专当老师。暑假培训
中有一系列心理学课程，让首次接触这方面
知识的王琪产生了兴趣。岗位转变带来工作
重心的变化，王琪经常需要开解孩子学习生
活中遇到的困惑，她渐渐发现“每个问题孩子
的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自此她积极投
入家庭教育领域的学习与研究。

“如果进入不了家长和孩子的内心，是没
办法真正进行引导的。”王琪始终觉得工作中
缺少突破口。于是，她自主学习并考取了国
家心理咨询师，拿到了心理咨询的“资格
证”。有了心理学基础的加持，她在理解、疏
导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上愈发得心应手。

之后，王琪顺理成章成为浙江省

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借助台州广电、台州市
图书馆、椒江区妇联等平台，每年开展公益性
讲座10-20场。此外，她还举办书籍、纪录片
分享会，引导孩子和家长从阅读中学习如何
建立亲密关系。

面对别人的家庭问题，王琪总是说得头
头是道，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呢？“我的
女儿叛逆了。”疫情时期，王琪面对了这个问
题，也让她再次坚定了家庭教育理论的正确
性。

王琪发现女儿一面和父母横眉冷对，而另
一面和弟弟却是非常友爱的状态。那一刻，王
琪知道孩子善良的本心没有改变，一切的隔阂
只是暂时的。“对于叛逆期的孩子，一是无条件
的接纳，包容她叛逆的整个过程，二是无条件的
爱，让她明白无论发生什么，父母永远爱她。”王
琪陪伴孩子走出了这段难熬的过程，现在女儿
已经上高中，每个星期回家会跟她分享学校的
趣事以及困惑。她们一起看电影、喝奶茶，在陪
伴和交流中构建和美家庭。

以身作则 传承优良家风

“真正的家庭教育是浸润性的。”这是王
琪从父亲身上体会到的。在父亲的言行举止
中，她看到了奉献舍得、不计得失、淡然名利
等品质。经过这些品质的滋养，王琪形成了
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然而然，她也参
与到资助贫困学生、免费提供心理咨询、开展
讲座等公益性活动。

“放下手机，寻找自己的爱好和目标。”同
时，王琪以爱好引领行动。通过“以身作则”
的方式把优良家风传承到下一代。

因为热爱书法，她多年来坚持每天早上5
点起来，享受 1 小时练习书法的个人时光。
她还利用午休时间，在单位楼下组织书法练
习，邀请同事们加入。因为热爱读书，她连理
发的时间都不放过，仅2022年就阅读了70余

本书籍。因为热爱徒步，她就去挑战世界第
一徒步路线并且顺利完成。

不要求别人，只要求自己。王琪2023年
的规划早已在年初出炉。阅读70本书籍、完
成24本书籍的思维导图解读、参加全国思维
导图协会的4次研讨会、考一本会计师证书、
至少开展20场讲座……作为“行动派”，她早
已购买前往广州参加研讨会的机票，本周即
将出发。

朋友和同事眼中，王琪是“时间管理大
师”，总是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工作和生活上的
事。女儿眼中，她是善解人意的好妈妈，提供
了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而王琪自己眼中，
她不过是“想做什么就去做了”。

“世界不会因你我而改变，但我们可以改
变看世界的眼光。”她的语速不急不徐，语调
平和坚定，释放着独有的女性力量。

用心用情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王 晓：

先
成
为
自
己
，再
赋
能
女
性
力
量

王
琪
：

为农户提收益，让我很有成就感
周 洪：

□本报记者 丁 玲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
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
平等的权利……”3月2日下午，在海门街
道朝晖社区，律师王晓正在为社区妇女解
读《妇女权益保障法》，她以案释法、深入
浅出的讲解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这是王晓
日常参与普法公益活动的一个缩影。

王晓是浙江海贸（杭州）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同时也是椒江区政协常委、妇联
执委、台州市巾帼维权志愿服务团成员、
浙江省律协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先
后荣获椒江区最美巾帼领军人物、台州市
优秀公益法律服务律师、浙江省优秀女律
师、浙江省优秀公益律师等荣誉。从业二

十余年来，她非常关注妇女儿童权益保
护，始终坚持对法律的信仰，践行着一名
法律人的使命与担当。

坚守法律人初心
情理法融合让更多人受益

婚姻家事是王晓擅长的法律服务领
域之一。如何调解好家事纠纷？王晓一
直坚持“家事无小事”“和为贵”的理念，她
将情理法融合，从双方角度出发，换位思
考，客观分析，化解家庭矛盾。“家事类案
件有其特殊性，如果仅从法律层面考虑，
那工作量会少很多，但这样的结案可能只
是法律层面上的结案，不一定能真正解决
问题。”

在王晓看来，作为一名律师不仅可以
追求个人价值，也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
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当事人可能一辈
子就打一次官司，对于律师来说，打官司、
诉讼是日常工作，我们要真正站在当事人
的角度，思考这件事如何处理是对他们真
正的好。”

碰到婚姻家事类案件，许多当事人容
易自我否定。“部分女性一开始会否定自
己，我会告诉她们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来惩
罚自己，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挫折，应该给
自己加油鼓劲。”让王晓感到欣慰的是，原
先颓废沮丧的当事人在通过和她的交流
后能够转变观念情绪，收获信心和力量，
这让她感到自己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时代在变，法律也在不断完善、更
新。在王晓看来，法律的学习是永无止境
的。“婚姻家事类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随
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复杂，财产类型、家
庭财产关系也在不断发展、丰富，我会与
时俱进，不断学习提升。”

提供暖心法律服务
为妇女儿童权益撑起“保护伞”

在处理婚姻家事类案件的过程中，王
晓也深深感到，关爱妇女儿童，普法至关
重要。“提升妇女儿童学法、知法的能力非
常重要，要让她们懂得用法律武器进行自
我保护，才能变‘被动维权’为‘主动维
权’。”王晓说。

近年来，王晓积极参与台州市妇联、
椒江区妇联及其他机构部门等各个相关
层面的维权普法活动，与全体海贸律师一
起长期为妇女儿童提供维权法律帮助。
同时，作为椒江区政协常委，她立足本职，
尽心履职。她撰写的两篇信息《性侵未成
年人案件逐年大幅上升建议适当提高我
国性同意年龄》《建议全面推行涉家庭暴
力人员婚姻登记可查询制度》被台州市政
协录用上报到浙江省政协，其中《建议全
面推行涉家庭暴力人员婚姻登记可查询
制度》被浙江省政协、全国政协录用。

此外，在公益法律服务方面，她发挥
专业特长，走进村（社区）、企业，为居民、
企业家解答各类有关婚姻家庭、继承、民

间借贷、财富传承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并
通过维权知识讲座、线上授课等多种形
式，提高广大群众对维护妇儿合法权益重
要意义的认识，听课人数在几十人到几百
人到几万人不等。

王晓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法治服务
面向更广大的群体。她创立“法律百晓”

“慧和家事”微信公众号，近七年来，坚持
做公益普法宣传，普法人数约不少于 59
万人。“我一直认为拥有法律智慧会让生
活更加美好。接下来，有机会的情况下我
仍然会尽己所能进行普法，积极维护妇女
儿童的合法权益。”王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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