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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实录访谈

姓心向党
/ 永 / 远 / 跟 / 党 / 走 / 吕

““百百””姓起源姓起源
( 90 )

我想对党说

线索征集联系方式

人物线索征集启动

“‘百’姓心向党 融媒实录
访谈”栏目访谈人物线索征集即
日开始，如果您或您的长辈、亲友
是百年重要历史阶段的亲历者，
请速与我们取得联系；如果您心
心念念党组织对自己成长成才、
安家立业的关心，请一诉心底肺
腑之言；如果您珍藏着党组织的
书文、函件、纪念物，请不吝共享

个中故事……
不限身份，不限职业，不限

年龄，全城大动员！虽然每一
个姓氏只选一位代表，但我们
相信，真人真事，真物真情，有
您的参与，这份献给党的百岁
生 日 礼 物 一 定 饱 蘸 浓 情 ！ 砥
砺 奋 进 新 征 程 的 合 力 一 定 激
昂磅礴！

■拨打江南晚报
新闻热线88300000

■给江南晚报官方微博
发私信@江南晚报

■关注江南晚报微信公众号
留言给小编

■关注江南晚报抖音号
评论区留言

个人
档案

吕林凤：
“我的成就感来自被人称为‘吕师傅’”

吕（lǚ）姓来源
大致有：出自姜姓，
为炎帝后裔伯夷被
封为吕侯之后氏，
以国名为氏；出自
魏姓，为春秋时晋
国大夫吕錡、吕相
之后,其子孙仍沿袭
吕姓；出自少数民
族改姓。

吕林凤

1944年出生 77岁
无锡第一位女拖拉机
手，现已退休

我生于上世纪 40 年
代，见证了祖国七十多年
来的巨变，祝愿她在党的
领导下越来越兴旺昌盛！

1964 年，旅日华侨蔡世金
向家乡无锡玉祁赠送了两台日
本产的拖拉机，一台在蓉丰村，
一台给了礼社村。礼社指定时
年20岁的吕林凤当拖拉机手，
她就此成为无锡县第一位女拖
拉机手。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
业现代化’，当时民众对于机器
的需求强烈，觉得开拖拉机是非
常光荣的事情。”于是高中毕业
后的吕林凤在公社支持下去常
州柴油机厂学习拖拉机，当时厂
里总共只有4名女学员，来自无
锡的就她一个。二十多天的学
习对于她来说很是新奇。聪明
的她很快就摸清了门路，学成归
来后开上了日本产的拖拉机。

那台来自日本的手扶拖拉
机有8匹马力，人需要在后面拉
着拖拉机跟着走，配上不同的农
机具，可进行翻土、犁耕、平整等
多种田间作业。当时邻居都在
传“拖拉机非常轻，可以一手拉
一个”，吕林凤回忆到这里时，笑
着说，“那时候拖拉机还是挺稀
罕的，大家又觉得日本工业发
达，所以会这么说，但其实哪可
能一手拉一个呀”。吕林凤的高
中同学说，大家知道吕林凤成为
无锡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后，都感
到很骄傲，专门跑到田里看吕林
凤操作。后来公社在老戏馆里
开“三干大会”，邀请吕林凤开着
拖拉机到戏馆场上表演驾驶技
术，玉祁的三级干部们大开眼
界，认为农业机械化在玉祁出现
了曙光。表演时的精彩画面被
玉祁照相馆捕捉到，并放大挂在
了照相馆门口，一时间吕林凤成
为当时年轻人崇拜的对象。

1967 年，吕林凤嫁到玉祁
民主村。因为日本的拖拉机没
有配件可以更换，使用了三年后
只能淘汰，而当时正好国产品牌
东风拖拉机开始普及，于是民主

村又购入了一台12匹马力的东
风拖拉机。据民主村退休教师
刘申娟回忆，当时的吕林凤在民
主村是个“香饽饽”：“每到农忙
季节基本就看不到她人影了，一
大早就出门，对村民的需求她是
随叫随到，每天睡不了几个小
时，很辛苦。”吕林凤则表示：“拖
拉机在田里转一圈的活儿，换成
两个农民干一天都完不成，我的
辛苦和农民比真的不算什么。”

1968 年，吕林凤的第一个
孩子出生，她的生活重心逐步转
移到孩子身上，于是在1970年，
她决定转至拖拉机修理方向。
1975年，民主村又购入两台35
匹马力的“中拖35”拖拉机，同
时，吕林凤到上海拖拉机厂学习

“中拖35”的修理技术。当时的
她已有了丰富的拖拉机操作经
验，她开始主动开口问问题，将书
本知识融会贯通，考试得了第二
名。她能将一辆中拖拖拉机的零
件全部拆下来，再熟练地装上
去。“那时候民主村有三千多亩
地，种的是三季稻，二十多台拖
拉机的修理工作全是我做的。”

吕林凤的修理技术远近闻
名，连洛社等地也有人专门请她
维修。她除了会修理各种拖拉
机，还会修理其他类型的柴油机
和汽油机，如除虫机、远程喷雾
机、洒水机、水利上使用的195
柴油机等，这些机器的修理技术
都是靠看书自学掌握的。“我的
成就感就来自于被人称为‘吕师
傅’。”原来当时只有公社一级的
修理人员才有资格被叫做“师
傅”，基层修理人员只能单喊

“工”，“大家都喊我‘吕师傅’而
不是‘吕工’，这是对我修理技术
的认可。”退休后，玉祁农机站继
续聘用她当修理人员，她多次被
评为先进工作者，直到70岁她
才正式退下一线。

（晚报记者 吴雨琪）

本报讯 昨天下午，著名表演艺术家
陈铎、雷恪生以及著名歌唱家李光羲等出
现在宜兴市周铁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文艺汇演暨第二届蒋捷诗词
朗诵会上，赢得了观众热烈掌声。

地处太湖湾区的周铁镇近年来抢抓
锡宜一体化发展、太湖湾科创带建设等重
大机遇，坚持“产业强镇、生态立镇、文化
兴镇、民生福镇”的发展思路，实现了从

“化工之乡”到“国家生态镇”的蝶变，擦亮
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金字招牌，落地
了大拈花湾文旅康养、赫联科创园等一批
重大项目，走上了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
同步提升的转型之路，创造了令人振奋的
光辉业绩，荣获2019年无锡市推进高质
量发展先进镇，2019、2020年连续两年被
宜兴市委市政府授予集体三等功。

周铁镇作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
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宋末四大家”
之一的著名词人蒋捷晚年隐逸于此，一句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传唱至今。此次文艺演出活动以“拥抱新
机遇，赋能桥头堡”为主题，陈铎、雷恪生
老一辈艺术家登台朗诵了蒋捷的词作《虞
美人·听雨》《梅花引·荆溪阻雪》等，演员
刘全利、刘全和表演了小品，著名歌唱家
李光羲以及歌唱演员孙媛、王为念、星韵
艺术团等分别登台表演节目。（何小兵）

周铁镇勇当
锡宜一体化
桥头堡角色
引来众多老艺术家登台献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