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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7 月 3 日，18
岁的张少琼初入社会，成
为一名 51路公交车的售
票员。被同车女驾驶员
驾驭 17米长电车的飒爽
身影触动，张少琼萌生了
成为驾驶员的想法。“你
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开
车，而且你会开得比我更
好！”在同车女驾驶员的
鼓励下，张少琼报名了驾
驶员培训。

当父亲担忧“开大车
要吃苦”时，她以柔肩扛

起信念：“师傅个子比我
还小，师傅能做好，我也
能！”2000年，经过 3年培
训，这个倔强的身影在驾
驶座上刻下巾帼印记。

25年风雨兼程，这位
女司机手握方向盘行驶
90多万公里，坚持“安全
第一，乘客至上”的服务
理念，一直努力给乘客送
上“稳稳的幸福”：每天 4
点准时起床，提前到岗保
养车辆和打扫卫生；等老
年乘客坐稳后再启动车

子；自掏腰包准备留言
簿、医药箱、水和垃圾袋
以备不时之需……其中，
垃圾袋特意挑选了有“平
安 喜 乐 ”“ 能 量 up”

“Good luck”等祝福语
的款式，希望将好运传递
给每一位乘客。

作为一名公交驾驶
员，长期久坐也带来了腰
椎间盘突出等疾病，但她
从未有过怨言。她说：

“每份工作都有辛苦的一
面 ，选 择 了 就 要 做 好

它。”更多时候，她记住
的是这份工作带来的愉
悦：无电子报站时代有热
心小乘客帮忙报站，物品
失而复得的东北老夫妻
盛情邀约东北旅游，上夜
班的乘客和她互道辛苦
了……

“即使我只是做一点
点小事，乘客回馈的感激
和认可都非常多。”张少
琼与乘客彼此温暖着，将
自己的高光时刻写在日
常的平淡瞬间里。

二十五载公交路 方向盘上绽芳华

“菌草女儿”用一株小草书写传奇
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中心副主任林冬梅荣获2024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她将中国菌草技术播撒到非洲，用“幸福草”矗立起一座中非合作的“丰碑”

作为福州市凌晨5点
发车的三条公交线路之
一，51路途经五四路等城
市主干道，连接起万家灯
火。为此，张少琼常常需
要早出晚归，节假日更是
坚守在岗，顾不上自己的
小家。

2015 年 10 月，首届
全国青运会在福州举办，
全国各地的体育健儿和
游客都来福州做客。为
了做好运输保障工作，张

少琼缺席了女儿十岁的
生日。“妈妈，你不是下班
了吗？怎么我过生日你
都不能回来？”面对女儿
的嗔怪，张少琼只好耐心
解释：“青运会是福州全
城的盛事，能参与运输保
障是妈妈的荣幸，肯定要
尽 心 尽 责 地 把 工 作 做
好。”那天她做完最后一
项运输保障工作，带着星
光回家时，发现餐桌上的
蛋糕完整如初，原来是女

儿说蛋糕等妈妈回来再
切。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让张少琼更加坚定了自
己的选择。

张少琼将自己最好
的年华都奉献在 51路公
交车上，也见证了这些年
公共交通与城市的发展
与变化。从头顶“大辫
子”的无轨电车，到全市
首辆 CNG 公交，到福州
唯一的三轴柴油车，再到
更节能更智能的纯电动

公交车，她都参与其中。
“虽然我从小在农村

长大，学历也不是很高，
但也算实现了自己的价
值，很荣幸能为市民出
行、城市发展贡献一点小
小的力量。”张少琼的话
语中洋溢着满满的成就
感。随着 51路车轮滚滚
向前，10 米车厢里的这
股巾帼力量和善意微光，
正悄然点亮城市的每个
角落。

N海都记者 李嘉琪 通讯员 吴梦蓉 潘星泓

春暖花开，又迎来了新一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作为福州公交集团51路的驾驶员，张少琼已经第
二十五年与车厢相伴，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榕城的大街
小巷中，为市民出行贡献巾帼力量。

对她而言，这小小车厢不仅是工作的场所，更是她
实现自我价值、传递城市温暖的大大舞台。

披星戴月守通途 连接万家灯火

二十五载公交路 给乘客“稳稳的幸福”

以菌草为媒，从东海之
滨到撒哈拉边缘，“菌草女
儿”林冬梅也确实用柔肩担
起了科技外交的使命。在
林冬梅手中，菌草技术的
生命力也迸发出多维价
值。在黄河沿岸，巨菌草
如勇士般屹立，短短100天
便固住了流沙，筑起了一
道千里生态屏障，守护着
黄河流域的安宁。在新疆
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上，建立菌草防风固沙与
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在
联合国的讲坛上，这项技术
更是熠熠生辉，被认证为可
助力实现13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神奇“钥匙”。

在非洲东南部的莱索
托，民歌唱响了“她是希望之
物”的旋律，菌草技术成为当
地人民心中的希望之光。
而在中非，总统亲自授予林
冬梅“国家感恩勋章”，这一
荣誉不仅是对她个人的肯
定，更是对“小而美”菌草项
目国际影响力的彰显。

如今，菌草技术已在
106 个国家扎根，1.5 万余
名各国学员成为“幸福草”
的传播者。项目三度入选
全球减贫案例，作为联合
国项目的组织者，林冬梅
并未停下脚步，她坚信，菌
草虽小，却能迸发出无穷
的力量。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在过去的20年里，林冬
梅的身影先后 37次出现在
非洲大陆。“非洲的土地贫
瘠，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却无比强烈。”林冬梅感
慨地说，“我想通过菌草技
术，为他们带去改变命运的
机会。”

在南非，林冬梅深入偏
远乡村，目睹了当地单亲母

亲每月仅 390兰特（当时仅
约合人民币 200元）的微薄
收入，她深感痛心。于是，
她决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为当地农民做些什么。她
手把手教他们种植菌草，创
新性地提出了“10平方米菇
场”模式。这一模式简单易
懂，非常适合非洲的贫困农
户，只需利用一小块土地，
农户们就能在短时间内见

到收益。这一模式迅速在
当地推广开来，帮助无数贫
困家庭摆脱了困境。

林冬梅的脚步并没有
停留在南非。在埃及沙漠、
马达加斯加盐碱地、中非战
乱区，她都带着量身定制的
解决方案跨越山海，将菌草
技术的温暖传递到每一个
角落。她深知，只有让非洲
人民真正掌握这项技术，才

能让他们摆脱贫困，过上更
好的生活。在这20年里，林
冬梅不仅亲自教授菌草种
植技术，还带领团队组织培
训了8000多名非洲学员，推
动建立了32个旗舰示范点，
让菌草技术在非洲大地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

“我会一直为非洲这片
土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林
冬梅深情地说。

2003年，林冬梅的人生
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那时，
她已在新加坡定居十年，拥有
令人羡慕的工作。然而，当她
看到父亲林占熺的鬓角渐生
白发，脚步日益蹒跚时，心中
涌起了难以言喻的触动。

林占熺被誉为“菌草之
父”，是菌草技术发明人。

“父亲总是说，‘发展菌草，
造福人类’是他的使命。”林

冬梅回忆道，“他用自己的
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
科研精神，那份对菌草事业
的热爱与执着，深深感染了
我。”于是，林冬梅毅然放弃
了新加坡的优渥生活，回国
加入了父亲的菌草技术团
队。对于这一决定，她坦
言：“我知道这条路不会平
坦，但我想和父亲一起，把
这份事业继续下去。”

回国后的林冬梅，不仅
继承了父亲的科研精神，更
将国际化的视野与开拓性
的思维带入团队。她推动
研究从“以草代木”食用菌
栽培转向生态治理与工业
化开发。在宁夏、内蒙古、
新疆等地，她和父亲一起带
领团队建立生态治理示范
基地，在福建用巨菌草在平
潭长江澳筑起 3 米高的防

风沙障，让昔日“光长石头
不长草”的荒滩重现生机。

“我们不仅要让菌草技
术在国内开花结果，更要让
它走向世界，为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带去希望。”林冬梅
坚定地说。她提出了“科研
造血”模式，通过技术转让
在南非、卢旺达实现了中国
农业技术专利出海，成为发
展中国家科技减贫的利器。

近日，2024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单公布，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中心副主任、联合国菌草项目
顾问林冬梅名列其中。这位被非洲人民亲切地称为“菌草女儿”的科技工作者，用20年时间将中国菌
草技术播撒在45个非洲国家，让“幸福草”在广袤大陆上绽放出减贫奇迹。5日，海都记者走进林冬梅
的菌草世界，探寻她如何用一株小草，矗立起一座新时代中非合作的崭新“丰碑”。

N海都记者
何丹莹/文
受访者供图

从“菌草之父”到“菌草女儿”菌草事业迎来传承人

37次非洲行播撒“幸福草”共圆幸福梦

菌草技术
已在106个国家扎根

2024年8月，在桑给巴尔农业部的菌草种苗繁
育基地，林冬梅（左二）和父亲（左三）与当地农户合影

福州51路公交车司机张少琼送上“三八”节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