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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星期六，早上7点，洛河北岸洛阳桥边已是一
片热闹，洛阳市神龙水上义务搜救队全队68名队员开始了
一周一次的集训。

看着队员们精神饱满地进行训练，66岁的总教练任忠
信，思绪回到了12年前：2005年3月，在洛河同乐园橡胶坝附
近水域，一名小男孩溺水身亡，匆忙赶到现场的他沉默良久。
随后，他和11名游泳爱好者共同努力，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民
间水上公益救援组织——洛阳市神龙水上义务搜救队。12年
时间，搜救队在任忠信和队员们共同努力下，一次次地不计风
险和报酬挽救生命，成为洛阳志愿服务的一张“名片”。

与多年前不同的是，这几年，包括任忠信在内的队员们下
水救人的次数有所减少，莫非是不想参加义务搜救了？不是。

今年1月12日18时40分许，任忠信和其他队员接到
报警：洛河恒大绿洲段，河心小岛上有人被困。他们立刻开
着救援车赶到现场，瞅着两个钓鱼人被困河心小岛，任忠信
和队员们却在岸边忙活起来。

“现在咱有更先进的装备了，这种事儿不需要下水。”任
忠信说，2015年，海事部门捐给搜救队两艘冲锋舟。新装备
一来，作为总教练的任忠信提了要求：每个队员都要快速学
会组装和使用冲锋舟，提高救援效率。

不出10分钟，冲锋舟下水，任忠信站在岸上边观察水
情边指导队员们施救，冲锋舟快速将两人救回。

“不用下水，是社会各界不断帮助咱提升救援能力的结
果，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任忠信说。

那还有啥原因？
前几年，任忠信他们每年要出动救援六七十次，2016

年，他们一共出动了50次。搜救队队长杨红山说，数字的下
降离不开任教练多年来的“上课”“溜达”加“吆喝”。

每年5月和6月进学校开展水上安全教育，7月和8月沿
洛河开展巡查劝导，任忠信都冲在前头。

盛夏的下午，天气炎热，任忠信喜欢到洛河边“转悠”，手
里的小喇叭重复播放着他自己录的提示音：“洛阳市神龙水
上义务搜救队温馨提示：请远离危险水域，保证自身安全！”

“实战”机会少了，咋帮助队员们提高救援能力呢？
除了每周的集训，近年每当有新队员入队，作为队里

“老大哥”的任忠信夏天都要带着他们出去“开小灶”——到
黄河里练练，经常一“漂”就是十几公里，帮助队员们增强体
力、增加胆量、提升应对水下复杂条件的能力。

今年2月，任忠信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部门开
展的宣传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活动
中，被推选为“最美志愿者”。

得到荣誉的他并无太多兴奋，已有35年党龄的他这几
天正在和队里的其他党员一起谋划“大事儿”：目前队里一
共有16名党员，要争取和上级党组织联系，在队里成立党
支部，让更多的党员在队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本报记者 苏楠

任忠信：
勇当水上义务搜救先锋近日，在孟津县送庄镇朱寨村十里

香草莓基地的大棚里，一垄垄鲜红娇嫩
的草莓格外惹人喜爱，不少市民手拿小
筐，体验着采摘的乐趣……

草莓种植园的主人名叫吕妙霞，今
年49岁，是当地闻名的致富带头人。前
几天，全国妇联授予10名杰出女性“全
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吕妙霞
就是其中之一。

干劲十足的“铁娘子”

“眼下，到了草莓丰收的季节，正是
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我们见到吕妙霞
时，她刚送走当天的第四批客人，她说，

“要不是特殊情况，工作效率会更高。”
两天前，吕妙霞在下台阶时，一不小

心崴到了脚，造成软组织损伤。“走路生
疼，这要搁平时，我点着脚也能走。这不
为了三八节当天代表洛阳去北京领奖，
我得听医生的，静养。”吕妙霞笑着说。

说是静养，可她一刻也没闲着。从
市区医院看完脚，她直接让员工把她拉
回园区办公；坐在办公桌前，安排第二
天省草莓产业技术交流会到园区的观
摩流程；午休时间，躺在床上修改省三
八表彰会的发言稿，手边，两部手机响
个不停……

“我干了8年，还没因为生病歇过一
天。”工作中的吕妙霞是个不折不扣的

“铁娘子”。2009年，在北京奋斗了20年
的她决定返乡创业，在朱寨村租用 150
亩土地开始种植反季节水果，并优先聘
用本村妇女。

平整土地、采购钢管、装修棚膜、埋
设滴灌设备……她跑了 4 个省，往返数
千里购材料，建起67座大棚。可头两年，
园区接连遭遇大雪、龙卷风和大暴雨，
草莓大棚和厂房受到重创，她咬紧牙关
带领工人开展自救，一座座草莓大棚终
于又顽强地屹立起来。

关爱乡亲的“自己人”

每年12月底到来年6月，是园区草
莓采摘季。大棚里，白鹤镇鹤北村的蔡
爱云正在忙着给草莓疏果。看到吕妙霞
进来，蔡爱云咧嘴笑了，她停下手上的
活竖起了大拇指。

蔡爱云两口子都是聋哑人，以前靠
偶尔外出打工赚点生活费。2011 年，在
吕妙霞的帮助下，他们建了10个大棚，
有了效益后把外出打工的两个儿子也
叫回家种植草莓，现在，他们家每年的
收入都在30万元以上。

在十里香草莓基地，有500多名当
地农民，其中90%以上是留守妇女。“我
始终认为，一个人富不算富，让大家都
致富，那才叫真本事。”吕妙霞成立孟津
县京孟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乡亲们创业
想出了法子：有资金的可以承包土地，
自己建棚，自己管理；没有资金的可以
租园区的大棚，等大棚有了效益再给
钱；在草莓基地周边发展的，算入合作
社，用同样的品牌、同样的种苗、同样的
技术，统一包装、统一收购、统一销售。

“对咱农村人来说，有难处只有跟
自己人才会开口，妙霞就是自己人。”白
鹤镇七里村的崔爱红是园区的老员工，
在她眼里，吕妙霞就像自家姐妹，处处
为乡亲们着想。只要乡亲们开口，吕妙
霞都会出手相助。

在她的带动下，当地发展草莓种植
基地 32 个，种植草莓面积 1 万余亩，解
决2000多名农民就业。

心系乡邻的“领头人”

经过几年的发展，吕妙霞的高效农

业种植基地规模不断扩大。2012 年，她
又成立了公司，采用“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管理模式。公司还投资600
多万元建设了集旅游、观光、采摘于一
体的休闲农业观光园区，园区内不仅种
植有草莓，还有西瓜、葡萄、桃子等10余
个水果品种，一年四季都能采摘水果，
双休日每天的游客有上千人。

从 150 亩地发展到 1000 余亩的综
合性园区，吕妙霞心怀感恩。“我不会忘
记，大棚被积雪压塌，工人们不顾自家
院内的积雪，来园区救援的场景。”吕
妙霞说，“是乡亲们的团结让我走上致
富之路，乡亲们的问题就是我要解决的
问题。”

吕妙霞发现，园区带动了留守妇女
就业创业，但男人外出务工、夫妻两地
分居、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较多等情况
普遍存在。“只有家庭和睦幸福，打工、
赚钱才有意义。”吕妙霞说，农村缺少人
才，她想通过自己返乡创业的故事，把
外出打工的乡亲们“喊回来”。

“下一步，我要把传统农业转变为
现代农业，以农旅融合为发展目标。只
有把家乡的创业环境建设好，才能吸引
更多本地人回家创业，让更多的乡亲在
家门口致富奔小康。”吕妙霞满怀信心
地说。

本报记者 李冰 通讯员 常丹
杨珂 文/图

今年“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仅有10人，她是其中之一

吕妙霞：带领乡邻致富的巾帼力量

18天的曲女城辩经大会，成了玄奘西行求
法的“毕业答辩”，大获全胜的玄奘，被大乘佛教
信徒奉为“大乘天”，被小乘佛教信徒奉为“解脱
天”，成为在全印度享有盛名的大德高僧……

3 日下午，本报“重走玄奘路 洛阳再出
发”采访团访问了新那烂陀大学、印度玄奘纪
念堂，收获了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曲女城，玄奘加冕“大乘天”
“解脱天”

公元640年，在印度有一股宗教势力，正
在多方攻击那烂陀代表的瑜伽派。在那烂陀
学习五年的玄奘，受恩师戒贤法师的委托，代
表那烂陀寺开设讲坛与这股宗教势力进行辩
论，维护那烂陀寺的声誉。他创造性地提出

《破恶见论》，成为那烂陀反击其他一切教派
攻击的论点和论据，受到包括戒贤在内的那
烂陀僧众的支持和拥护。

玄奘开设的讲坛非常成功，对手们要么
被打败，要么不敢辩论，悄悄逃跑。

这一战，玄奘的名声在全印度都传扬开
来。为了争夺玄奘的供养权，印度势力最大的
戒日王和势力第二大的东印度鸠摩罗王，险
些爆发了一场战争。

经谈判，双方决定在曲女城，为玄奘举行
辩经大会。全印度18个国家的国王、大小乘
高僧3000多人参加，其他宗教门派有2000
多人参加，那烂陀千余僧众也参加了大会。

在此次规模盛大的大会上，玄奘提出自
己的观点，并公开承诺，如果自己的论点有一
个字被对手驳倒，愿意砍下自己的脑袋。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为时18天
的辩经大会，虽然不时有对手偷偷破坏，但始
终无人敢辩论。最后戒日王宣布：“支那国法
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无敢论者，
普宜知之！”

现场大、小乘佛教信徒都很欢喜，大乘佛
教信徒给玄奘奉上尊号“大乘天”（意为“大乘
佛教的神”）；小乘佛教信徒为他献上尊号“解
脱天”（意为“小乘佛教的神”）。

为归国弘法、造福华夏，玄奘
不惜立下毒誓

曲女城辩经大会，玄奘在印度的声誉达

到最高峰。他正在收集各种佛经，抓紧为回国
作准备。

其实，早在公元639年，在那烂陀大学附
近游学的玄奘，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院子里系着水牛，庙里没有一个僧侣，寺外火
光冲天，村庄化为灰烬，那烂陀一片荒芜。菩
萨在梦中告诉他，应该早点回中国了，这个地
方十年之后将会陷入混乱。

这个梦，让思乡心切的玄奘改变求法计
划，迫切希望回国。

然而，无论是那烂陀寺的众多高僧，还是
戒日王、鸠摩罗王，都不希望玄奘回国。当地
人劝玄奘：印度是佛陀出生的地方，弘扬佛学
最方便。

玄奘回答：中国“君圣臣忠，父慈子孝，
贵仁贵义，尚齿尚贤”，正好适合弘扬佛法，
如果不回去，有违自己舍身求法、造福华夏
的初衷。他还当众发下毒誓：“佛经说，阻碍
人们学习佛法的，后代会没有眼睛。谁要阻
止我返回中国，难道不害怕后代没有眼睛的
报应吗？”

于是，各国国王、僧众，不再阻止他
回国。

玄奘，中印交流功德巍巍

2007 年，在距离那烂陀大学不远的地
方，中国政府修建了一个玄奘纪念堂。纪念堂
大殿门口两侧，镌刻着一副楹联，上联是“西
天取经三界垂范誉为法门领袖”，下联是“东
土弘佛千秋载德尊为民族脊梁”。

今年2月28日，就是本报“重走玄奘路
洛阳再出发”采访团抵达玄奘纪念堂的前

几天，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参观了玄奘纪
念堂。

在玄奘纪念堂的留言簿上，记者看到，罗
照辉大使的留言是：“佛教圣地，光明永驻；玄
奘到此，大乘弘扬。”

玄奘不仅是中印宗教交流、文化交流的
使者，还为双方官方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公元640年，玄奘和戒日王见面的时候，
大唐帝国正在走向强盛，阻碍“丝绸之路”的
突厥汗国，被大唐击败，中国的精锐骑兵正在
挥师西域和中亚，中断已久的“丝绸之路”，被
重新打通。无怪乎戒日王在会见玄奘时，就曾
询问：“听说贵国有《秦王破阵曲》，不知道秦

王是谁，有什么功德？”
玄奘说，秦王，就是现在的大唐帝国皇帝

李世民，隋朝末年，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
是李世民剪除各方枭雄，实现了中华统一，之
后又用兵西域，击败了突厥汗国。

在玄奘的影响下，戒日王向大唐帝国派
出官方使者，而大唐投桃报李，也向印度派出
了官方使者。

“来自玄奘家乡的礼物，我们
将视若珍宝、永久珍藏！”

洛阳先贤玄奘，为中国、印度双方交往牵
线搭桥，作为玄奘的老乡，本报“重走玄奘路
洛阳再出发”采访团访问新那烂陀大学，也希
望成为双方经济、文化、旅游交往的使者，为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做出贡献。

3 日下午，印度新那烂陀大学校长 S.P.
Sinha 博士，热情地接待本报“重走玄奘路
洛阳再出发”采访团。

“玄奘对印度历史的巨大影响，怎么评价
也不过分，没有玄奘的贡献，不会有那烂陀寺
的被挖掘。”S.P.Sinha博士笑着说，“你们是
玄奘的家乡人，是我们新那烂陀大学的中国
亲戚，能够接待你们，我们感到万分荣幸。”

对于来自玄奘家乡的客人，S.P.Sinha博
士破例带我们参观该校图书馆、参观该校的
镇校之宝。

S.P.Sinha博士特别指出：1957年，中国
总理周恩来向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赠送了玄
奘舍利和 728 箱善本佛经。这 728 箱善本佛
经，就珍藏在新那烂陀大学。他还向我们展示
了周总理赠送的《清藏经》善本。

本报采访团领队高均海代表洛阳市媒体
和旅游部门，向新那烂陀大学赠送了洛阳市
城市旅游官方宣传片，希望新那烂陀大学的
学生和印度朋友能来洛阳参观、旅游。

2006 年，《洛阳日报》资深记者寇兴耀
曾随中央电视台“重走玄奘取经路”采风团
来到印度新那烂陀大学访问。此次，作为洛
阳市著名人文学者、书法家的他委托本报采
访团向新那烂陀大学赠送了他亲手抄写的

《心经》。
本报采访团还向新那烂陀大学赠送了洛

阳美术家协会主席文柳川先生创作的牡丹画、
洛阳陶瓷艺术家王延军烧制的汝瓷玄奘塑像
以及牡丹真花创始人任雪玲的牡丹真花。

S.P.Sinha博士接受了礼物，并高兴地表
示：“这些礼物，都是来自玄奘家乡，我们将视
若珍宝，在学校图书馆永久珍藏！”

特别提醒：如果您有亲人在印度，或您公
司的产品正销往印度，或在印度有您公司的
合 作 伙 伴 ，请 致 电 采 访 团 热 线 电 话
13837918515。如果您准备开辟印度市场，想和

“重走玄奘路 洛阳再出发”大型采访活动采
访团合作，也可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联系。
本报记者 程奇/文 记者 高均海 陈占举/图

玄奘载誉返华夏，促进中印交流功德巍巍

采访团向新那烂陀大学赠送洛阳市城市旅游官方宣传片

吕妙霞（右）和工人察看草莓长势

采访团向新那烂陀大学赠送洛阳陶瓷艺术家王延军烧制的汝瓷玄奘塑像

自家草莓基地安排500多名当
地农民就业，其中 90%以上是留守
妇女；带动当地发展草莓种植基地
32个、草莓种植面积1万多亩，解决
2000 多名农民就业……吕妙霞荣
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当
之无愧！

“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
伟大的社会变革。”摆脱贫困、共同
富裕，作为今日中国正在发生的“伟
大的社会变革”，不能有“她力量”的
缺席。

无论是像吕妙霞这样致富不忘
乡亲的女性企业家，还是众多奋战
在扶贫一线的女性基层干部，她们
的事业与脱贫攻坚密不可分，她们
的价值也将在脱贫攻坚中体现。
与此同时，那些仍未摆脱贫困的农
村妇女，也需要在改善家庭状况的
努力中，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发展权
利，在家庭中、社会上实现更多自我
价值。

在决胜全面小康的征程上，有
“她们”的期盼，也离不开“她们”的
努力。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出“她
力量”，不仅关乎脱贫攻坚战的战
果，同样关系着妇女的解放发展事
业。而完成这样的激发，既需要妇
联等社会团体主动作为，结合自身
职能“找准切入点，在脱贫攻坚主
战场上有所作为、建功立业”，也需
要整个社会努力提供更优的发展
环境、更多的发展机会，让“她们”在
脱贫攻坚一线激发出自身的“洪荒
之力”。

激发脱贫攻坚的
“她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