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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通城县经济开发区
二期泽中综合物流园项目建设工地
上，一派繁忙。

项目经理徐卫平介绍，现在工
地上有5支施工队、近200人同时
施工，此外还有技术人员监督施工，
大家都吃住在工地，加班加点，确保
项目质量和施工安全。

这是通城县首个致力于物流发
展的重点项目，占地约150亩，总投
资1.2亿元，计划建成一个以农产
品和药品贸易配送为主的综合物流
园。

通过项目建设效果图，记者看
到，该园区分为贸易、仓储、配送、服
务等四大功能区。目前占地600多
平方米的办公大楼已经建成6层，
两座物流仓库完成桩基建设，职工
宿舍以及食堂正在进行土地平整。

投资兴建该项目的老板是通城

本地药商胡伟斌，今年47岁，1991
年下海经商，主要从事茶叶和药材
销售，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后与人合
办企业，2011年，在该县“回归工
程”的感召下，回乡创办泽中医药有
限公司。

胡伟斌发现，随着企业的落户
与投产，滞后的物流产业成为阻碍
企业乃至全县经济快速发展的瓶
颈。通过深思熟虑，他把建立物流
园的想法向县里有关领导汇报，得
到县领导的大力支持。去年，泽中
物流园项目申报成功，并于当年开
工建设。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一期预计
今年8月底建成并投入使用。“泽中
物流园建成后，将大力推动通城农
副产品市场化、商品化进程，拉动通
城药品贸易产业的发展。”投资者胡
伟斌说。

项目建设见闻录
——来自南三县的报道

4月27日，记者来到崇阳县秦
江木业二期工程现场，在一处废旧
房屋前，挖掘机准备施工平整土地，
却遭到了房屋居民的阻止。

“我们工作人员一头雾水，挖掘
机、运输车、人工都准备好了，但就
是不让施工，请求解决矛盾纠纷
……”在人群中，公司负责人周光平
当即向县经济开发区有关部门打了
电话。

据悉，为扩大企业生产规模，今
年秦江木业计划将相邻的企业划出
闲置土地30亩，作为公司原料堆
场，并从周边两个村组划出20亩用
于新生产线建设。目前正在进行土
地平整。

大约过了5分钟，开发区协调
专班来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协调
专班干部龚磊明主动出击，耐心地

与附近村民交流，宣传有关政策，现
场督办签订协议。

根据当初企业与村组的有关协
议，对于征用的土地，将按每亩一定
的赔偿数额补贴给户主，并在二期
工程竣工后，对符合条件的村民进
行优先录用。

“企业用地，难免会与周边老百
姓有些摩擦 ，开发建设会影响附近
村民，比如有的村民嫌噪音大，有的
嫌灰尘多，县经济开发区协调组每
天都来协调处理村组关系，在合理
的政策法规之内，工作人员不厌其
烦地进村入户。”周光平说。

据悉，在目前用地十分紧张的
情况，征地难度极大的情况下，为破
解用地瓶颈问题，开发区想尽一切
办法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为企业完
成了征地工作。

通山恒博高新材料项目

迎难而上建车间
记者 徐世聪 通讯员 程良万

4月25日，记者来到通山县恒
博高新材料项目建设工地，只见挖
土机来回穿梭平整土地，工人们正
在忙碌着搭建生产车间。

项目负责人徐仁贤介绍，该项
目是县里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主
要生产人造玄武岩板材，总投资
8000万元，建成后年可生产人造玄
武岩板材20万平方米，年可实现产
值6000万元，创税收400万元，安
置就业120余人。

看着原料生产车间即将搭建完
毕，徐仁贤高兴中却有隐忧：“由于
缺少机修专业人才，用于提供动力
的燃油发电机不时出现故障，影响
机器组装进展；主厂区土地凹凸不
平，还有小山包地形，导致平整土地
难度、成本加大；由于部分村民借口
土地征收时，水塘、苗木补偿不到

位，经常上工地阻碍工程进度。”
“种种原因导致建设工程比较

缓慢，中间甚至一度停滞了几个月，
目前已投下前期建设资金2000万
元，而项目工程进度才完成原计划
的四分之一。”徐仁贤无奈地说。

尽管目前困难多，但徐仁贤迎
难而上：“我们已经开始在武汉高校
聘请机械、环保专业人才，马上就可
以到位；已经把相关阻工问题汇报
给了县经济开发区，相关领导也答
应尽快协调好村民矛盾，保证工程
顺利建设。”

徐仁贤对项目年底建成投产充
满信心。他说，县供电部门已经把
点线架到了建设工地，马上就可以
通电生产；交通部门也把道路修到
了厂区，方便了机械进入，为项目建
设提供了便利服务。

通城泽中物流园项目

加紧施工早投产
记者 李嘉 通讯员 瞿关心 乐文刚

崇阳秦江木业二期

排忧解难抢进度
记者 黄柱 通讯员 汪光敏

4 月 15 日，湖北（通城）百丈潭酒业搬迁扩规工程正在建设新厂区路
面。该工程总投资2亿元，占地面积265亩，预计一期工程今年年底将正式
投产。整个项目全面建成后，可年产白酒1万吨，产值6亿元，税收4000万
元。 记者 袁灿 摄

聚焦基层劳动者
户外运动教练 一线工人 粉刷匠 记者 陈红菊 摄

4月27至28日，市环卫局举行“庆五一促和谐”竞技比赛。比赛分扎扫帚、拔河、
乒乓球、卡拉OK共四个项目，共有5个部门180名职工参加。

该局开展系列劳动技能和文体活动，旨在丰富环卫系统全体干部职工业余文化
生活，增强职工团队协作能力，让大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充分释放压力，享受快乐生
活。 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王琪 杜春宝 摄

市直环卫系统

举办竞技比赛

通城各级工会

开展庆“五一”活动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友平、文

刚、显威、英明报道：4月27日，通城县举
行庆祝“五一”劳动节暨劳动模范表彰大
会，来自不同行业的30名一线职工（农
民）获得“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塘湖镇油茶种植大户金定武是获奖
者之一，他激动地说：“县里给我劳模称
号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今后会更加努
力种好油茶，带领乡亲们致富。”

据悉，该县旨在通过树立劳模形象，
弘扬劳模精神，在全县掀起向劳模学习
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激发全县广大劳动
者干事创业的热情，正确引领时代潮流。

同时，通城县各级工会组织广大职
工开展技能竞赛、帮扶活动等，欢庆“五
一”国际劳动节。县工会编辑出版了大
型丛书《劳动颂歌》，收录县级至国家级
100名劳模的动人事迹，该书一经出版
立即成为广大职工的抢手读物。并组织
开展一系列的“五比一创”劳动竞赛活
动，在学校开展教师授课演讲赛，在工厂
开展技术革新赛，在医院开展医疗护理
赛，在金融系列开展计算机操作赛。

该县总工会还通过《劳模风采》电视
专题报道，宣传劳模典型60多人，弘扬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
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新时期劳模精
神。

湖北玉立集团、湖北瀛通电子公司、
福人药业公司等50多家大小企业也通
过表彰会、座谈会、演讲会、竞技比赛，评
出各类劳动能手技术标兵300多人。

向基层劳动者致敬
□王莉敏

基层劳动者，有个共同特征：他们默
默无闻，他们毫不起眼，他们身处角落、
少有人关注……

基层劳动者，还有一个共同特征：他
们不可缺少，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他们甘
于平凡、乐于奉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劳动是财
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
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
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
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
诚实劳动才能铸就。

基层劳动者用双手，用汗水，创造财
富，创造幸福：擦鞋匠胡玲艳，尽管擦一
双鞋只挣3元钱，仍诚信对待自己的客

人，赚回不少回头客；护理员刘梅英，尽
管自己曾经中风，仍不怕脏不怕累地对
待老人，只淡淡一笑地说，以后自己老了
也需要人照顾；板车师傅蔡克开，66 岁
了仍在街头摆摊拖板车，有时一个月只
能挣 300 多元，仍乐呵呵地为自己能帮
老伴交社保费而自豪。

正因为有了他们勤劳的劳动、乐观
的心态和诚恳的精神，社会才有了更多
的欢乐与方便，才有了更多的美丽和淳
朴，才会有更快的进步和更多的和谐。

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他们不怕弄
脏双手，不怕汗流浃背，不怕尝尽苦水，
他们把沧桑和烙印留给自己，却用行动
证明——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他们用劳动

累积财富，用劳动累积幸福，用劳动也累
积了奉献，他们把坚韧和刚强留给自己，
教会了我们什么是高尚的情操，美好的
品德，坦荡的胸怀和欢乐的生活。

我们应该向他们投入关注的目光。
擦鞋匠胡玲艳在为没有固定摊点而苦
恼；护理员刘梅英在为生活不能自理老
人而担心；板车师傅蔡克开在为板车生
意的末落而惋惜……还有成千上万的基
层劳动者，为着自己、或者群体、或者社
会的某些困难而忧心忡忡。

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部门
可以帮助胡玲艳们搭一个固定的摊棚，

她们就不用为刮风下雨没有收入而苦
恼；年轻人的无职业者可以加入到护理
员的行列，帮助双职工家庭解除老人无
人照看的后顾之忧；企业可以为蔡克开
这位66岁的老人，提供一个类似门卫的
职位，让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减轻劳
力之苦，也能补贴家用……我们只有树
立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观念，才能维护
和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才能让劳动者实
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擦鞋匠胡玲艳

双手擦亮生活
一把靠背椅，一张小板凳，一个小

工具箱，这是擦鞋匠胡玲艳的全部家
当。10多年前，胡玲艳的丈夫去世，为
了养家糊口，她从老家北港镇楠木村来
到县城当起了擦鞋匠，用勤劳的双手撑
起了一个家。

4月26日，记者在通城街头见到胡
玲艳时，她正埋头给顾客擦皮鞋，动作非
常娴熟，三四分钟时间，一双沾满灰尘的
皮鞋焕然一新。

胡玲艳告诉记者，每天早上八点，她
都准时从出租屋赶到民主路，选一块干
净的地方摆出摊子。擦鞋时，轻轻挽起
客人的裤脚，放好防止弄脏袜子的护板，
再用蘸水的牙刷把鞋子刷干净，接下来
上油、擦拭、抛光……生意好时，一天能
擦个十来双，一双鞋挣3块钱。

“先用水把鞋洗干净，用毛巾擦干，
再用刷子上鞋油，然后两只手拉着毛巾
两端平擦鞋面，最后用刷子给鞋打蜡，擦
完的鞋像新鞋一样。”谈起擦鞋的窍门，
胡玲艳说得头头是道。

由于擦鞋技术好，服务细心周到，胡
玲艳的擦鞋摊赢得了不少“回头客”。在
擦鞋的过程中，不时有路人停下来向她
问好，这些人都是她的老顾客。

问及收入，胡玲艳说，年底和正月生
意最好时一天百把块，不过平均每个月

的收入不到1000块钱。因此，每天吃过
晚饭，她还会去帮人看店。

在胡玲艳眼里，擦鞋并不是什么“见
不得人”的职业，相反她很珍惜这份工
作。她说，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没有什么
高低贵贱之分，只希望今后能有个固定
的摊点，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照常擦
鞋。 （记者 李嘉）

养老院护理员刘梅英

真心换来真情
刘梅英双手提着四个开水壶、一个

水桶，边下楼边问：“廖妈洗没？”“没。”
同事回答。

“那我们去给她洗”刘梅英打好热
水，和同事一起走进一间房。

“你们干什么”一位白发老人呢喃着
问。“洗了到你女儿家去做客”刘梅英和
同事“连哄带骗”为老人擦身子。

这幕发生在夕阳红老年护理院。刘
梅英是一名护理员，“廖妈”是一名患有
脑梗的老人。

在这里，刘梅英面对的大多是像“廖
妈”这样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为他们
穿衣、洗澡、喂饭、端屎端尿都是寻常活，
清洗大小便失禁老人满是污秽的床单、
衣裤和房间也是日常工作。

4月24日，记者采访刘梅英时，她
不时地扶一把蹒跚而过的老人、去洗衣
房照看清洗的衣物、到各个房间去察看

状况……
“每天，刘梅英就喜欢忙不停，而且

总是找事做，不怕脏不怕累。”同事向记
者介绍。

刘梅英笑着说：“一闲下来就好像生
病了一样。”昨晚值了夜班的她，眼睛还
有些浮肿。

刘梅英今年52岁，2006年下岗后
不幸中风，在丈夫的精心料理下逐渐康
复。2012年，夕阳红老人护理院在她家
附近成立，她便应聘当起护理员。

其实，刘梅英每个月的工资只有
1200多元。女儿曾多次劝她，要她一起
到超市去干活，干干净净的，工资不错，
也没这么累。

然而这里的护理员换了一茬又一
茬，刘梅英还在坚持。她腼腆地一笑：

“跟这些老人在一起挺好。就当行善积
德吧。再说，自己老了也需要人照顾。”
（记者王莉敏、实习生罗念、通讯员高盈川）

板车师傅蔡克开

辛劳总有回报
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笑容憨厚……

走进温泉桂花路停靠板车的摊点，66岁
的蔡克开最打眼。

“我每天早上6点开工。晚上10点
回家吃饭，”已经当了14年板车师傅的
蔡克开，看不出一点悲观的情绪。

刚开始拖板车时，蔡克开由于个头

矮小，上百斤的货物压得他踉踉跄跄，特
别是上坡的时候，身体更加承受不住，肩
上经常留下一道道印痕。不过，现在的
他早已习惯。

如今，不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每
天天蒙蒙亮，蔡克开便拖着板车来到桂
花路口。只是，现在三轮车多起来，这里
现在只剩5个板车师傅了。每当有人前
来询问，大家就会一哄而上“抢”生意。
蔡师傅总是默默地等着客人。出车前，
他和客人谈好价钱和拖运货物的重量、
距离，便拉着板车来到指定地点，一件一
件将货物搬运上车，仔细用绳子打包好，
然后便按要求托运到目的地，直到客人
检查满意后付钱。

蔡师傅告诉记者，他最远的一次是
拖满满一车家具从桂花路到咸安南大
街，花了2个半小时，才挣了30元。不
过，大部分情况下顾客都会如约给钱。

蔡师傅说，一个月最多时能赚500
多元，最少时则只有300来元。他还说，
平常做生意的时候就早上出门前吃一
顿，中午外面的饭菜太贵便不吃，晚上回
家可以吃3大碗饭呢。

蔡师傅有两儿一女，都在外地打工，
自己和老伴在小儿子家住带孙子。不过
自己总闲不住，让老伴在家带孙子，自己
出来拖板车补贴家用。蔡师傅说，自己
每个月能领50元的农保补贴，老伴不满
60岁，要交100元农保，还是自己的工
钱里面拿出来的。

（记者王莉敏、见习记者吴晓莹、实
习生罗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