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稀老人石深海，是温泉城区温泉办
事处桂花路社区郭林巷片区支部书记，社
区里的人都叫他石书记，家里人喊他“芝
麻街长”，居民更是亲切地喊他石爹。11
年来，他义务为郭林巷里的400户居民装
路灯、修道路、装燃气、解纠纷……如今他
已72岁，仍然坚守街长的岗位，为居民们
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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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

与你同行与你同行

采访时间：7月12日
采访地点：咸安同心路某工地
体验职业：电焊工

电焊工郭永超：

焊出幸福火花

尽管下了几场雨，咸宁城区的气温依
旧燥热，12日，记者来到同心路某工地，
37岁的电焊工郭永超正忍受着体感50多
摄氏度的高温工作着。

“你先站远点，免得被火花溅到了。”
得知记者想来体验，郭永超笑着提醒说。
身为焊接组负责人，郭永超头戴防护头
套、穿着不透气的工作服，聚精会神地操
作着手中的焊枪。

记者随手拿了一个防护面罩戴在头
上，不一会儿，便觉得闷热不适，脸上捂出

了汗水，只好把面罩取下透透气。“我们工
作时，不戴这个不行啊。”郭永超介绍，焊
工们在工作期间时常会受到辐射的困扰，
尤其伤害眼睛，很多同事都有轻度的眼部
不适，严重时还会出现视物模糊，为了保
护眼睛，戴着厚厚的不透气防护面罩，已
经成了习惯。

郭永超趴在焊接的钢板上作业，工作
服上蹭得到处都是钢板上的油和灰。记
者站在一旁，递给郭永超焊接需要的工
具。只见瞬间火星子乱蹦，烟雾弥漫，叮
咣的声音刺得耳朵疼。记者只好拿手捂
住了耳朵。“我都习惯听这个声音了。”郭
永超回忆，自己17岁刚当学徒时，焊枪喷
射着烈焰，烤得人头晕；冬天有时候在水
池里作业，身上被冷水浸得透湿。为了饭

碗，郭永超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你看，这个焊条就需要再加工下。”

郭永超示意记者来试试。记者随手拿起
工具，学着郭永超的姿势划拉了一下，就
再也不敢碰零件了。“焊接非常讲究的一
点是手要稳，一根焊条需要两分钟焊完，
手要稳稳地顺着方向移动，所以即便被烫
到，也要忍着把手稳住，直到完成。”郭永
超脱掉手套，记者看到有些明显的烫伤疤
痕。“抹点烫伤膏就行，有的伤口恢复起来
要几个星期。”郭永超淡然地说。

郭永超介绍，在焊接过程中，必须全
神贯注，保持着固定的姿势，凭借经验和
娴熟的技艺，来控制焊接的要领，甚至连
轻微的咳嗽、手抖等小动作，都会导致后
期修补，严重时还会导致部件报废。尤其

是建筑的关键部位，对焊接质量要求极
高，操作难度大。

郭永超凭借在焊接岗位上的稳扎稳
打，练就了过硬的焊接技术。

郭永超表示，电焊工是个非常辛苦的
职业，不仅要忍受高温，而且还有电焊烟
尘、弧光和辐射等危害，时间久了还容易
腰间盘凸出、视力衰弱。“但一份耕耘才会
有一份收获，干好了在城区买新房的钱就
有着落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郭林巷属老城区，事情多且杂，
管理难度大，家人经常劝石深海，让他
享享清福，不要干这种吃力又不讨好
的事，居民也不理解，没有工资拿，他
为什么还干得这么卖力。石深海的回
应是，他27年党龄，党培养他，能为社
区做事，为居民做事，那是党对他的信
任。

2016年，郭林路街区的下水道堵
塞，石深海冒大雨和工人们一起抢
修；2015年7月，连续的大雨让位于
郭林巷巷尾的供销社后山发生山体

滑坡，在问题没解决前，每逢下雨天，
或半夜下雨，他都要拿着手电筒去塌
方处查看；2014年，石深海巡查时发
现，居民刘勇家门前墙脚由于暴雨冲
击导致垮塌，社区争取到扶助资金
后，他主动担责任监工；2008年一场
大雪，石深海巡街时，发现其中一间
居民房出现裂缝，石深海紧急劝导居
民搬出，居民在搬出时房子倒了……
11年来，朴实而忙碌的石深海得到郭
林巷居民的交口称赞。

郭林路小学附近摆摊的周爹爹

竖起大拇指：“巷子的干净整洁、有序
和谐，多亏了石书记。”居民朱亚辉感
激不已：“我家屋后山体滑坡，石爹比
我们自己都要关心，他是个大好人。”

郭林路片区网格员彭月意说，近年
来，社区由书记吴小丽牵头，以石深海
为榜样，成立了雷锋志愿队。每个月社
区都会组织雷锋志愿者开展活动，清
理巷子里的垃圾、“牛皮癣”等。“只要
身体撑得住，石深海都会带头参加。”

“这是党的工作，不是私人的事
情。有一份热就发一份光。”石深海说。

他用无私回馈社会C

石深海：小巷里的芝麻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他用双脚丈量街道
11日，见到石深海时，他正在解决一起居民

纠纷。
郭林巷入口处，乌压压的围了一群人，一位

80多岁的老婆婆坐在地上哭，扬言说：“谁也别劝
我，我要一头撞死在这里。”

石深海了解情况才知道，老婆婆一早推着小
车在一家门店主的门口卖小吃，9时多门店主开
门做生意，见老婆婆还没走，两人从最开始的“谈
判”演变成了谩骂，最后老婆婆坐在地上就不起
来了。

知道前因后果后，石深海便一屁股坐在了老
婆婆的旁边。老婆婆一看是街长来了，便将自家
的情况说了个清楚。原来婆婆家里两个孙子都
靠婆婆一人卖点小吃供着上学。石深海安抚完
婆婆后，便迅速找到了门店主的物业，并和该门
店主商量，双方各让一步，和气生财，最后将门口
的一小部分交由婆婆卖小吃。双方都满意了，这
件事才最终得到解决。

得了空，石深海一边带着记者继续巡街，一
边介绍情况。

2007年，石深海从温泉商场退休，跟儿子住
在郭林路小学，社区里的工作人员看他是个热心
人，便推荐他去社区工作。

管理街区11年里，石深海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天4点多就起床巡街，在街区里转两遍，一是确
定昨晚临街安全无大事，二是确定今早环卫工作
已经开始。其他时间里，他都在街区巡视，街区
里的居民每家每户都有他的电话，遇到什么大事
小事都找他。

“转一圈是3000多步，每天至少要走10000
多步，11年没变过。”石深海笑着说。

A

咸宁微观

受聘为片区书记后，用石深海自
己的话说，片区里400多户居民、几千
人的吃喝拉撒，他全都得管。

2017年，郭林巷片区内水改，其
中粮食大院（原温泉粮食加工厂退休
职工居住地）27户居民的水改问题一
直没解决，社区将这事交给了石深海。

粮食加工厂是个老企业，破产后
没人管理，无法水改的原因主要是水
厂走程序时需要盖一个分管粮食加
工厂单位的章子。石深海打听后才
知道，直属管理部门是咸安区粮食
局，他便拎着相关文件，来到区粮食
局找人，跑了十几次，好不容易找到
人了，工作人员却说粮食加工厂已经
倒闭了，不归他们管。

为了盖这个章，石深海跑了两个

多星期，最终找到了一位以前管理粮
食加工厂的老负责人。该负责人看
石深海跑了很多次，也只是帮居民做
事，受感动之余，便想方设法将粮食
加工厂破产的相关证明找了出来，拿
着加工厂的破产证明复印件，水厂这
才将施工队请进了粮食大院。

石深海一边忙盖章的事情，一边
看着工程进展工作。有一次凌晨1点
多，石深海接到居民电话，称挖土机把
水管挖断了。尽管睡意浓浓，但他还
是穿着拖鞋爬起来，联系施工方，协调
关水、水管维修，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章终于盖下来了，粮食大院的水
改也进入了尾声，石深海却累倒了。

最开始，石深海只是觉得不舒
服，便在家不远处的医务室打营养

针，打针时，石深海突然休克，社区的
居民吓坏了，忙喊来了救护车，将石
深海送到了市中心医院。当时医生
说，他是劳累过度，突发急性心脏病，
晚点来，估计就没救了。

住院半个多月回来后，石深海又
上街盯着水改工程进度去了。

这次住院，让家里人吓了一跳，
现在只要一出门，老伴就嘱咐他，“芝
麻街长”不要太拼了。社区的工作人
员们只要一看到石深海，便问他身体
情况，叫他别一个人太拼。

在石深海的跑蹆下，人字型的郭
林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街区内
先后安装了20多盏路灯，1公里的道
路得到维修升级，400户居民的燃气
安装到位……

他用行动服务群众B

厨房抹布擦厕所
住家保姆遭嫌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连个饭都做不好，也不主动打扫卫生，这人没办法
再用了。”近日，家住温泉城区夹皮沟附近的居民曾女士，
为家里保姆的事气愤不已。

曾女士介绍，今年4月，家里添了二宝，因为要送大
宝入学，家里人手实在忙不过来，便托人找了位阿姨住
家。开始便跟阿姨说好了，家里卫生、做饭都是她的事，
两个宝宝都不用她管，两个月的试用期，一个月4000元。

最开始两个月，阿姨虽然毛手毛脚，但也勤快，每天
早早起来，便开始弄早饭，忙里忙外的，饭做得虽然不太
好吃，卫生也打扫得马马虎虎，但只要不忙，还会帮曾女
士搭把手抱抱娃。

上个月末，曾女士碰见阿姨蹲在厕所里打扫卫生，一
副很认真的样子，本来曾女士准备上前表扬一下，结果却
发现，她正用厨房的抹布在擦厕所的地，曾女士迅速制止
了她，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阿姨连着1个多星期，做饭、
做卫生都不再那么积极了。

自此之后，阿姨每天十点以后就坐在阳台等饭吃，而
做卫生的事，也需要安排好。

“工资比我高，事情做得比我少。请回来像个大爷一
样。”曾女士为此生了气，跟老公一商量，决定马上换人。

马路中央发广告
市民困扰忙吐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丁婉莹

红绿灯路口成了“广告人士”发传单的地方，有没有
人来管管了？近日，家住桂花城的冯先生为此事，正在
向同事们吐槽。

冯先生说，他家住咸安，在温泉上班，每天驾车往返于
公司和住处之间，在回家路上，需要经过数个红绿灯路口，
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几个路口都出现了“广告人士”。

上周四中午，冯先生开着车刚到十六潭路路口就遇上
了红灯，刚把车停下，便见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人向马路
中央走来，穿梭在小车中间，步伐不疾不慢，将手持的一张
张广告小卡片插入小车门把手，分发的样子看起来极其熟
练，让冯先生想起了电影《羞羞的铁拳》中的“上乘武功”。

在等待的一分钟左右时间里，冯先生看到大约有十
几辆车的门把手先后被塞上了小卡片。直至绿灯亮起，
这位妇人仍没有离开马路中央的意思，这让有些司机着
急地按响了喇叭，提醒妇人赶紧离开，毕竟这样做很危
险。

冯先生说，其实像这样的小广告大多变成了废纸，被
人随手一扔。不仅存在纸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环境污
染，尤其是在马路中央分发广告对交通造成了阻碍。“希望
有部门能管一管，避免引发交通安全事故。”

孩子放假无人管
家长无奈正犯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什么都不怕，就怕孩子放假。”这是温泉市民王女士
和朋友之间常说的玩笑话，但也道出了家长的无奈。

王女士说，她和老公是双职工，孩子放假后，原打算
婆婆帮忙带孩子，可今年暑假第二天婆婆脚踝骨折了。
于是，照看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自己身上。可也不能因为
孩子而请假啊。无奈之下，王女士只能带着孩子上班。

王女士家的孩子是个不太安静的孩子，喜欢到处跑，
王女士担心他影响了同事工作，只好掏出手机，让他看动
画片。

带着孩子上班，非长远之计。王女士跟丈夫决定，还
是给孩子报一个托班。

带娃上班你怎么看？针对这个问题，记者采访多名
市民，支持和反对的各占一半。

反对者认为，年幼的孩子爱闹腾，喜欢在办公室跑来
跑去，甚至会哭闹不停，严重影响正常工作。而持支持者
则表示，孩子放假无人照看，带孩子去上班实属无奈之
举，应给予理解。

采访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都觉得“暑期孩子谁来
管”这个问题确实让人犯愁。

孩子花钱太铺张
决心改掉坏毛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暑假来临，在湖科读大二的咸安小伙小韩放弃了在
家吹空调打游戏的生活，到某网络公司做起了兼职。“不
能完全依赖父母节制的经济支持，我要开始锻炼自己
了。”小韩勉励自己说。

原来，事情得从上半年说起。小韩一个学期还没过
几个月，各种五花八门的开销就已经接近2万元，加上必
要的交通费、通讯费、伙食费等，父母前前后后支援了小
韩好几次。“现在孩子上个大学，和我们那个背着铺盖就
去报到的年代没法比啊！”小韩的父母感慨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花了这么多。”小韩表示很委屈。
一开始，大人都本着疼爱孩子的态度，觉得该花的不能省，
可是细细一算账才发现，小韩很多都是不合理消费。

比如吃饭，小韩觉得学校食堂不合胃口，大部分时
间都是自己一个人下馆子，学校周边大大小小的连锁饭
店，基本被小韩光顾了遍。买东西也是，小韩全凭个人
喜好，丝毫不考虑性价比。很多日常用品买来，小韩一
时不喜欢用了，要么就随手转赠，要么就重新买新的。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家长觉得，小韩还没有
独立走上社会，就养成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非常不
好。一学期结束后，在家长的建议下，小韩开始了暑期
兼职。小韩也决心好好表现，不让父母失望。

本报讯 记者查生辉、实习生蒋敦文、通讯员鲁志宏
报道：我市百万消费者评议供水、电、气、石油活动正如
火如荼的进行，7月11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
咸宁石油分公司组织举办了油品分析工职业技能竞赛
暨质量管理人员技术比武初赛。来自市安全数质量部、
各油库、各县市公司的选手参加此次比赛。

据了解，比赛分为理论和实操两个阶段，紧密结合
基层工作实际，突出质量专业线条特色，确保符合条件
的员工培训率和初赛率达到100%，力争在省公司复赛
中获取奖牌。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以技会友，充分展
示了岗位能手精湛的操作技艺和良好的精神面貌，赛出
了风格也赛出了水平。

“小朱，把这些放了冰块的矿泉水拿去场地，给选手
降降温，密切关注大家身体状况。”“好的，现在医疗组也
一直现场盯着，一有选手身体不适立刻采取措施。”咸
宁石油后勤组的小朱一边说一边搬起放满冰块的矿泉
水往比赛现场走去。

连日的高温使我市进入“烧烤模式”，比赛期间室外
温度超过40摄氏度，罐顶温度超过60摄氏度，炎热天
气给参赛选手带来了巨大考验。咸宁石油分公司积极
做好各项降温防暑工作，为选手提供冰镇矿泉水、西瓜
等多款消暑食品，安排医疗队密切关注选手身体状况，

根据现场情况及时采取措施，确保比赛正常进行。
此次比赛按照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油品分析工技师

能力水平要求，以岗位规范要求为依据，全面考察参赛
选手掌握油品销售企业油品分析专业基础理论和必备
专业知识，一线员工的岗位履职能力、解决现场难题能
力和创新创效能力，进一步提升质量人员的专业技术水
平和业务综合素质，紧扣发展需要，以赛促练、以赛促
训、以赛促干，形成“比学赶帮超”良好风气，为咸宁公司
的油品经营、技术进步保驾护航。

走进消费热点评议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咸宁石油分公司

中石化咸宁石油分公司技能竞赛及技术比武渐入纵深

咸宁工商在行动
1 2 3 1 5

消消费维权费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