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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了近10年，郭慧印象最深的瞬间不是得知自
己通过机长考核那一刻，不是模拟机训练被教员夸奖
时，而是一次航班落地后，郭慧打开驾驶舱门，一位
旅客在驾驶舱门口等着她，该旅客见到郭慧像粉丝见
到大明星一样，双手递上登机牌，说：“机长，请给我
签个名吧。”

当时，“机长”一词反复在郭慧头脑中回响，她前
所未有地感受到自己责任重大，同时也为自己是一名
机长而自豪。国航飞行总队共有2600多名飞行员，女
机长不超过8名，而驾驶波音787“梦想飞机”的女机
长，目前只有郭慧一人。

2003年郭慧18岁，就读于沈阳第10中学，是学校女排
队的队长。4月，国内某航空公司到她所在的学校招收飞行
学员，要求男性。看到这则通知，她和同为女性的同桌一
起为女性忿忿不平，临了她还加了一句：“要是他们要招收
女生，我就去试试。”两个月后，国航来招飞行学员，男女
不限。同桌问郭慧：“你不是说要去试试么？你去不去
啊？”“试试就试试。”郭慧报了名。

2008 年 8 月从中国民航大学飞行专业毕业，在美
国航校学习后进入国航飞行总队；2015 年 4 月晋升为
波音737机长，郭慧成长迅速。

郭慧的成长与她的善于自省、善于扬长补短有
关。“从事飞行工作，男女各有优势。”郭慧表示，“男

性力量强，关键时刻决断能力强；女性学习理论知识
快，考虑问题更全面，处理问题更冷静”。

2016 年 8 月初的
某个上午，前一天飞
行任务结束较晚，郭
慧还在家里睡觉，手
机铃声响起了。打电
话的是当时她所在的
波音 737 大队五中队
的中队长孙现超：“慧
姐，公司安排你改装
波音 787 飞机，月底
开始，没问题吧？”正
睡得懵懵懂懂的郭慧
一下子清醒了：“没问
题。”尽管觉得突然，
但她欣然接受。

“波音 787 是一款新机型。公司选机长改装，就
要选飞行技能强、学习能力强的机长。他们进步快，

改装完了就能飞。” 国航
飞行总队波音 787 大队党支
部 书 记 万 晓 红 告 诉 记 者 。
郭慧果然不负众望，一次
性 通 过 所 有 科 目 的 考 试 。
让她骄傲的是第一次训练

“ 座 舱 释 压 紧 急 下 降 ” 项
目 ， 她 就 完 成 得 十 分 出
色 ， 美 国 教 员 对 她 赞 不
绝口，认为她决断能力已
经丝毫不逊于男性。“我是
女 性 ， 但 我 也 是 一 名 机
长，我得对航班负责。”她
说。

“训练中经常是在零时

到4时进行，训练前后各进行1小时讲评。连续6个小
时训练，中间有 1 次上厕所的时间。”郭慧不觉得辛
苦，她说，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2016 年 8 月底
波音 787机型改装完成，她成为国航首位波音 787 女
机长。

对郭慧来说，这只是另一个起点。波音 737 的最
大航程较波音 787 短，波音 737 多执飞的是国内航
线，波音 787 则更多执飞国际航线。“最大的问题是
执行欧洲航线任务，管制员的英语有当地口音，很
怕听不清楚。”2 月 20 日，郭慧第一次执飞北京—罗
马航线。前一天晚上，她在家足足听了两个小时的
陆空通话记录，反复熟悉意大利管制员的英文。

郭慧认为，性格决定命运，她的性格决定了当年必
然会报考飞行学员。“我胆大心细，遇事沉稳，这正好与
飞行员这个职业对性格的要求相吻合。”郭慧说话时，语
速不急不缓，吐字
十分清晰。如果你
曾经听过飞行过程
中飞行员与管制员
的通话，那么就会
发现，郭慧日常说
话风格也极像工作
状态中的飞行员。

七个民族组成的家庭

马连花的父母都是回族人，父母一
共养育了 12 个子女，兄弟姐妹们又与
不同的民族结合，马连花在其中排名第
五。父母还认了两个干女儿，几十年在
一起生活，就跟亲人一样。所以现在全
家一共有7个民族、59口人。

马连花的大姐马金花还记得 34 年
前与自己的俄罗斯族丈夫谈恋爱的情
形，“我们是同学，那会儿他天天到我
家玩，我父亲还经常唠叨怎么老来。相
处时间久了，父亲也知道他人品好，没
怎么反对。”作为第一个与其他民族通
婚的女儿，马金花结婚 34 年没有吵过
架，“这也充分说明，是不是一个民族
并不重要，只要人好、有感情基础，就
能在一起生活。”

大嫂段玉珍进家门的时候，并不顺
利，当老人知道儿子找了个汉族姑娘的
时候，坚决不同意。“大嫂当时在独山
子上班，知道父母不同意，一个人赶到
塔城，到单位找到父亲。到家里来的时
候，她一进家门系上围裙就开始干活。
那时候家里孩子多，吵吵闹闹的，她也
不嫌弃，没几天父母就被感动了。”马
连花说。

马连花至今记得，1975年，当二哥
娶回哈萨克族媳妇时，父亲四处借钱买
回一只羊，办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随
后，二嫂做的哈萨克族风味的风干肉那
仁很快“俘获”了家人的胃口，而家中
也时常传出哈萨克族民歌的歌声。

有了父母开明包容的态度，马家
子女各自组建了小家庭，不同民族的
家庭成员融入了大家庭。哈萨克族、

维吾尔族媳妇儿进入到这个大家庭就
更加没有阻碍了。七弟媳吐汗古丽·买
买提嫁到这个家里时，自己的父母非
常 担 忧 ： 丈 夫 的 前 妻 留 下 了 两 个 孩
子，其中一个还患有重病，父母担心
她受委屈。就连马金花都劝她：“你要
是嫁过来，负担还是挺重的，你要自
己想清楚再做决定。”吐汗古丽认真思
考了几天，还是坚持结婚，现在，已
经有个两岁多的儿子。

八弟媳魏祝群 1993 年随着自己的
父亲和哥哥一起到塔城开餐厅，后来
父亲和哥哥相继回了老家，她只身一
人留在塔城，认识了当地有名的“情
歌王子”马金军，“我们认识将近 10年
了，一直都不知道他是回族，当时在
我的脑子里没有民族的概念，第一次
跟他回家才知道这个家庭里有这么多
民族。”

因喜欢马家团结幸福的氛围，塔塔
尔族姑娘阿丽帕和达斡尔族姑娘孟英认
了马连花的妈妈白秀珍当干妈。

“在塔城，像我家一样民族融合的
家庭还有很多。”马连花说，“很多家庭
都由不同的民族组成，但是一点也不影
响交流，各式各样的语言我们都自然而
然地学会了，从小凑在一起长大的我们
非常和谐与幸福。”

过七个民族的节日

3 月 5 日，马连花带着兄弟姐妹齐
聚外甥女车红妮家，车红妮的小女儿刚
好百天，大家准备庆祝一下。

走进车红妮家，两张桌子上摆满了
各种各样的美食，马连花一一介绍：这
是维吾尔族的馓子，这是回族的油香，

这是俄罗斯族的列巴……
马金花还带着几位“大厨”在准备各

民族的美食，已经有邻居听到声音，背着
手风琴就来了，吃了两口点心，就拉起了
各民族的民歌，马连花不时唱上两句，而
孩子们已在客厅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大家的习俗和生活、饮食习惯都不
同，该怎么相处？父母就告诉我们一点，
想要和谐就记住：互相尊重，互相平等，
互相理解 。”马连花说，家里每个成员的
重要民族节日家人都会一起庆祝，“我妈
妈会做各个民族的特色菜，而且还记着每
个民族的节日，到时候把大家都叫回来吃
饭。所以一年我们要过7个民族所有的节
日，一年下来净过节了。”

每年的春节则成为这个大家庭团聚
的日子。每到除夕日，孩子们都会回
来，每家自备两个菜，59 个人都坐齐，
需要摆开好几张桌子！而家庭聚会的重
要节目家庭晚会上，只要拉起手风琴，
维吾尔族民歌、哈萨克族民歌、通俗歌
曲、俄罗斯族踢踏舞轮番登场，悠扬的
音乐，美妙的歌声，拍手叫好的笑声传
出窗外，飘荡在小院的上空，惹得左邻
右舍好不羡慕。

良好家风是宝藏

马连花的父母体弱多病，为了让其
他兄弟姐妹安心工作，她独自一人承担
了照顾老人的重任。马连花的业余时间
几乎全部用在父母身上，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陪父母去医院，每件事她都
会尽力做好。“父母用宽广的胸怀成就
了子女们的幸福，子女应为父母献上最
深厚的孝心。”

婚后的马连花虽然没和父母生活在

一起，但她仍以孝敬父母为己任，她的
耐心和孝顺让年迈的父母亲很是依赖，
家中的大事、小事都要找她商量才安
心。渐渐地，马连花成了这个多民族大
家庭里的联络员、主心骨。

大姐马金花说：“父亲去世前一直
卧床，连花每天端屎端尿。父亲去世
后，母亲先后做了 6次大手术，在医院
期间，连花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母
亲最喜欢吃马连花做的饭，外面的饭不
吃，她每天都给母亲送饭。”

2011年，马连花带着年迈的母亲去
北京，圆了母亲参观天安门的心愿。马
连花常对孩子们说：“孝敬父母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一个人如果不能孝敬给
予自己生命、辛勤哺育自己、恩重如山
的父母，那就丧失了人的良心，那是没
有道德可言的 。爷爷和奶奶养育 12个
孩子很艰辛，付出的感情和精力很难用
语言表达，孝敬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2011年2月16日，马连花荣获山东
电视台第五届“中国十大孝子”称号，
还被评为自治区道德模范，获得过孝老
爱亲荣誉称号。面对荣誉，马连花说：
孝顺就是一种习惯。

大姐马金花被亲切地称为“家庭调
节委员会主任”，“一大家人过日子，没
有磕磕碰碰也是不可能的，就看怎么解
决。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原则性的问
题，在大姐的调节下矛盾都能化解。”
马连花认为一家人能和和美美地生活在
一起，与良好的家风分不开，“虽然民
族不同、性格不同，但我们家里的人都
能互相包容，懂得孝顺，更懂得上进。
良好的家风是传世的宝藏。”

压题图片：马连花的多民族家庭大
合影。 （资料图片）

今年两会，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
时，总书记说，曾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凉
山州“悬崖村”的报道，特别是看着村
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了解到
当地建了新的铁梯，心里稍稍松了一
些。当前脱贫工作，关键要精准发力，
向基层聚焦聚力，有的需要下一番“绣
花”功夫。

——摘自新华网《习近平：要因地
制宜发展精细农业》（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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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凉山州“悬崖村”：名为阿土列尔村，位
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
有 72 户人家，海拔 1600 米。从山底的小学到
山顶村庄的海拔高差将近 1000 米。村里通向
外界，曾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 17 条藤梯，
其中接近村庄的几乎垂直的两条相连的藤梯
长度约 100 米。

大凉山远不止一个“悬崖村”。凉山州，是
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的“直过区”，是四川乃至全国最集中连片的贫
困地区之一。

2016 年 8 月，当地政府投资修建的铁梯工
程开始动工；11 月，铁梯路修成，连续阶梯
最长的达 105 级，最短的只有 4 级，总共大约
1000 级台阶；11 月 19 日，20 名住在山顶勒尔
社的孩子首次攀爬完工后的新天梯，安全地
回到“悬崖村”。

据 悉 ，“ 悬 崖
村”及周边村落物
产 丰 富 ， 有 着 峡
谷 、 溶 洞 、 温 泉 、
原始森林等丰富的
旅游资源，已经有
企业与当地县政府
签订旅游开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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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个民族就像五十六支花，盛开在祖国大地。
在新疆塔城，有一个特殊的家庭，盛开着七支花：马连花所在的大家庭，由七个民族组成。
这样的家庭，在新疆塔城并不少见。

“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2月
末的北京已经进入了“倒春寒”。就在我发短信
提醒同学们注意天气变化的时候，手机支付平
台推送了一条“海南风光无限好，天涯海角等
你来”的信息。厌倦了每年这个时候的我，抱
着 试 一 试 的 心 态 打 开 手 机 支 付 平 台 的 旅 游
APP，发现2月20日飞三亚的机票不贵，就毫不
犹豫地订了机票酒店，带着手机和几件衣服来
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旅途中还发生了
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旅行第三天，我和朋友们在海南诺达热
带 森 林 旅 游 景 区 游 玩 到 一 半 时 又 渴 又 累 又
饿，半山腰处正好有一处游客休息处在出售
矿泉水、面包，因为需要爬山的原因，大家
都是轻装简从，并没有携带太多的钱。正犯
难时，我们发现摊前贴着一张打印好的二维
码，真令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么偏僻的地
方也支持手机支付。当我们吃着雪糕，喝着
凉饮时，心里不约而同地感慨：真是有手机
万事足啊！甚至是高空滑索这样的刺激性项
目也可以通过“扫一扫”来买票付款，大大
地节省了大家的时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可能是因为前两天
在三亚玩的太 high 了，就在 2 月 25 日当晚，我
抵达海口时，突然牙疼难忍，但是在海口这样
完全陌生的地方，根本就不知道哪个医院的哪
个医生医术最好。手足无措的我，抱着“试一
试”的态度，在手机支付的平台上浏览了海南
本地的三甲医院和主治医生，直接在平台上预
约了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口腔科的号。第二天天
一亮，我就飞奔到了医院进行镇定止痛，总算
是缓解了要人命的牙疼。难以想象，要是没有
手机支付平台的预约，说不定我这次海南之行
就要提前卷铺盖回家了。

在日常生活里，我也体验到了手机支付在生活上带给我的
便利。3月9日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叫了一份鸡蛋肉松培根肠
的超大号鸡蛋灌饼。直到交钱时才发现，换了衣服没带钱，那
叫一个尴尬！就在这时，老板不以为然地指了指玻璃，上面有
两张“二维码”的图片，我才惊喜地发现，我还可以“扫一
扫”！想到这里，使我不禁想起了前年，每次来买早点，总是掏
钱包甚至翻遍裤兜衣兜找零钱，偶尔找不到零钱，说不定就加
不到肉松了。

可以想象的是，手机支付的惠民内容会不断增多，功能也
将不断完善，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一定会享受到它所带
来的更多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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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郭慧在工作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