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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灌溉面积60000余亩，作业战线80余公里，涵盖10余个村；作业环境既有高山丛林，也有低洼湖区，既要穿
村过巷，也要修路架桥……

2021年8月，一项重大民生工程——赤壁市双黄灌区2021—2022年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在赤壁市官
塘驿镇正式开工。为了工程顺利推进，让灌区居民早日享受到工程带来的经济利好与生活便利，赤壁水建集
团一群平均年龄27岁的小伙子，穿梭在官塘驿镇的丛林、湖区，以昂扬的青春激情，为灌区民生挥洒着辛勤的
汗水……

5月23日，在官塘驿镇独山村湖北华特尔净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施工队正在进行引水渠施工。

“渠道多年没有使用，有些渠道被村民栽种了苗木，
有些被做了房子。”在施工现场，赤壁水建集团施工安全
管理人员介绍，湖北华特尔净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厂房就建在渠道上。现在要修复渠道，可公司正在生
产旺季，订单紧急。为了不影响公司生产，同时也不迟
滞工程进度，施工队经过考察，决定采用顶管施工。施
工队先在厂部外围挖了一个深度4米左右的施工井，然
后将特制的管子通过机器撞击打入地下，再用人工将

管道里的泥土挖出来，通过吊机吊上地面。然后一节
一节从地下穿过厂区，既不影响工厂生产，也不影响施
工进度。

“双黄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是赤壁市的一
个民心工程，也是水建集团所承建的一个形象工程，我
们要通过这个工程，为水建集团塑形铸魂。”赤壁水建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独山村方家倒虹吸施工期间，因为施工涉及村民
青苗补偿，为了让村民支持施工，施工队专门成立村民
协调工作队，走村串户了解村民想法，向村民讲解工程
的意义与作用，向村民了解农作物播种时节，尽量让施
工不影响农业生产。

“那时候，我们一天要走50000多步。”尽管辛苦，但
费宇宙回忆当时，脸上满是欣慰。“现在，当地老百姓见
到我们，都会热情地打招呼，说明我们的工作获得了老
百姓的认可，这就值了。”

C 形象工程塑形铸魂

走进科技 你我同行

赤壁科技活动周启动
本报讯 通讯员修照宇、李强报道：5月24日，由

赤壁市人民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科信局、科协承办
的2022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赤壁市人民广场举
行，该市科技创新相关单位、59家高新技术企业代表
参加。

此次科技活动周以“走进科技，你我同行”为主题，
引导全社会积极利用科普方式，树立理解支持科技创
新的正确导向，吸引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
动现场，发放了知识产权宣传资料，相关单位、企业代
表及来往市民参观了赤壁市科技创新成果展。

近年来，赤壁市科技创新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创新
创业环境持续改善。在全国率先创办县级高质量发展
研究院，引入研发专家团队50多个；建成创新聚集区，
引进各类创新创业企业58家。

下一步，赤壁市将组织有关部门开展科技创新成
果展示、科普教育课堂、赤壁市第十五届“市长杯”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学使者进基层等活动，推动在
全社会形成重科技、学科技、用科技的良好氛围，号
召该市科技创新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积极投身科技
创新。

修筑拦水堰 疏通引水渠
——赤壁水建集团推动双黄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侧记

图/文 通讯员 王莹 贺玲

赤壁中医医院医师王亿平

尽心尽力为老人恢复听力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太谢谢你了，困扰

这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近日，赤壁市中医医
院门诊四楼眼耳鼻喉科，一位85岁的老人对医生王亿
平说。

老人是赤壁市交通局的退休职工，近年来听力下
降，严重影响和周围人的沟通交流。老人曾去某医院就
诊，该医院医生给他检查后却说，这是年纪大了的正常
现象，治疗效果不会蛮好，这么大年纪就没必要治疗了。

老人只得回家，看着周围人们在热烈谈论时，他只
能像局外人一样，看着别人嘴巴一张一合，听不清在说
啥。他慢慢变得不愿讲话，呆在家里看电视将声音调
很高又怕影响家人生活，开始越来越郁闷。

一个偶然机会，老人听说赤壁市中医医院眼耳鼻
喉科的一位女医生技术很不错，服务态度也特别好，便
抱着试试的心理，来到赤壁市中医医院。

眼耳鼻喉主治医师王亿平热情接待了他，经过仔
细检查，王亿平为老人开出了治疗方法，并让老人树立
信心。经过几次治疗，效果非常明显。恢复听力的老
人就像盲人重见光明，内心特别激动，于是专门乘车到
市中医医院对王亿平表达感激之情。

本报讯 通讯员张长年、刘锦淇报
道：近日，由中国铁工投资旗下中铁市政
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赤壁市长江取水
工程总承包项目，建设工地现场机器轰鸣，
工人规范作业，处处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施
工场面。为实现早日通水的目标，项目积
极探索新方法新思路，“云验收”的亮相，给
正在建设中的项目跑出了“加速度”。

当前，受雨季汛期影响，项目有效作
业时间不足，让原本就紧张的工期“雪上
添霜”。加之疫情的影响，上海等部分地
区封闭管理，公司验收人员无法到达现场
进行验收。

对此，项目决定大胆创新采取“云验
收”，即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下，通过
云视频会议开展线上竣工验收。一场别
开生面的“云验收”在赤壁市长江取水工
程总承包项目部上演，项目部技术人员

“变身”成为“网络主播”，按照规划路线，
通过手机视频直播的方式现场讲解，让
身处各地的公司内部验收人员跟随镜
头，身临其境般参与取水泵房支架安全质

量验收。
据悉，参与“云验收”的取水泵房是长

江水源和水厂连接的枢纽，下部为31米的

井筒结构，上部为约20米的框架结构，支
架一次搭设更是高达31.2米，属于超过一
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还

属于一级安全风险等级，支架的安全可靠
性是工程的关键。

在“云验收”过程中，项目部将施工方
案及技术交底的关键性措施制作PPT现
场汇报，现场各节点部位架设拍摄支架和
视频终端，通过腾讯会议方式连线至分布
在各地的验收组成员，进行“现场+视频”
验收，对重点关注的部位一对一进行“局
部放大”的模式拍摄，确保验收人员采用

“放大镜”模式，全方位无死角地进行验收
及查找问题。

整个“云验收”过程持续了近4个小
时，经公司各验收组成员视频评定，一致
同意该项目工程质量通过验收。此次创
新采用“云验收”方式，耗时短、效率高，整
改落实问题积极到位，仅历时1天，就完成
了验收到整改的全过程。另外，本次“云
验收”还采用一对一提问解答，项目年轻
的技术人员提前做足功课，对方案及相关
规范有了深入了解，针对第一次验收的问
题给出全面的整改措施及报告，最终顺利
通过了“验收考试”。

工地技术员化身主播

赤壁长江取水项目创新进行“云验收”

赤壁国投集团

规范国企财务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李婕、熊莺报道：5月25日，

赤壁国投集团组织该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财务人
员，开展长期股权投资与合并报表实操专题培训，规范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财务管理。

培训以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形式，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要求，就长期股权投资的计量概况和合并财务报
表的相关会计处理进行了深入学习，对财务人员进行
了思想政治教育。要求财务人员树立党性观念，加强
责任担当意识，严格规范会计核算业务，推动财务工作
更加规范化、精细化、制度化，促进国企财务服务效能
有效提升。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将进一步规范公司财务管理，
提高业务素质和廉洁自律意识，推进国企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再上新台阶，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经
济高质量发展。

老蒲纺来了位硕士书记

扎根社区 服务群众
本报讯 通讯员黎琳、余霞报道：“把社区当家，把

社区居民当家人，把社区事当家事，随时准备为居民的
大小事跑破鞋底、磨破嘴皮”。这是老蒲纺桂花树社区
居民对社区书记赵杨最直观的评价。

1987年出生的赵杨，是一名毕业于长江大学的硕
士研究生。“我在蒲纺桂花树社区土生土长，对这块土
地有感情，在这里既可以服务‘老熟人’，也可以为改变
家乡面貌贡献一份力量。”这是赵杨选择留在社区工作
的初心。

2018年，通过“千人计划”招聘进入桂花树社区工
作的赵杨，因工作表现突出进入社区“两委”工作。
2021年底，她成功当选新一届蒲纺桂花树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这么高的学历，在社区工作浪费了！”“现在的年
轻人，哪有耐心面对社区老年人。”面对居民群众的质
疑，赵杨有她自己的坚持，那就是到居民楼栋去，跟群
众打成一片。很快，不少人都熟悉了她，有人叫她“赵
书记”，有人叫她“杨书记”，她都笑着答应着。一些社
区老人竖起大拇指：“这个年轻书记真不错，能听我们
老年人唠叨。”

今年初，赤壁市在全市范围推行“两专一晒”擂台
比武，鼓励社区党组织书记亮晒工作业绩，参加擂台比
武。作为咸宁“五四”奖章的获得者，赵杨也开始谋划
今年社区的亮晒项目——“党建引领、全科社工”。

为此，她自掏腰包为社区工作者购买社工考试网
上培训课程，每周组织开展3天夜学活动，对社区工作
者开展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提升社区工作者综合素
质和服务能力。同时，积极探索网格治理新模式，把社
区阵地建设好，把社区居家养老食堂办好。

白沙洲河位于赤壁市官塘驿镇大竹山村境内，发源
于崇阳县路口镇，流经白沙、中畈、雷郑、童家、洋泉畈后
流入双石水库，全流域长十余公里。由于河道处于峡谷
之中，每逢下雨，崇阳县上游积水及两岸高山上的雨水
便汇聚在白沙洲河。

“下雨的时候，河水根本流不动，庄稼和房屋就被淹
了。”大竹山村83岁的郑爷爷回忆说。

老百姓的急愁难盼，就是赤壁水建集团施工组的着
力点，白沙洲河高山拦水堰第一时间开工。

由于工地处在高山里面，进出道路狭窄，商砼车根
本进不来。为了早日解决老百姓的心头之痛，施工组特
意调配几辆小型三轮车，在6公里外的大路旁，转运混凝
土到工地。为了抢抓晴好天气，施工组在工地上拉起照

明，昼夜施工，终于在雨季来临前，顺利完成了拦水堰的
验收，为沿河两岸的农作物丰收提供了坚强保障。

民心工程，就要让工程深入民心。在海源隧洞施工
期间，为确保施工环境，施工队在隧道进口渠前筑起两
道临时拦水坝，阻止水流漫进隧道影响施工。

“当时正是三月，大家都抓紧晴好天气施工。一天
晚上，突然风雨交加，一场暴雨下得像瓢泼一样。”费宇
宙回忆说。如果不及时拆除拦水坝，雨水没地方去，势
必要给两岸的油菜造成巨大损失。

“修水渠就是要为群众谋福利，不能福利没谋到，先
让群众受损失。”没有任何动员，施工队在夜幕中紧急集
合，冒着大雨指挥挖机，连续奋战两个多小时，拆除了临
时拦水堰。河水奔流而下，农作物颗粒无损。

B 民心工程深入民心

“当时，这里都是灌木、荆棘，根本没路下到隧洞。”5
月19日，在海源隧洞施工现场，50多岁的共产党员、项
目负责人费宇宙指着一条不到3米宽的简易施工路介
绍。

赤壁市双黄灌区2021-2022年续建配套与节水改
造工程于2021年8月正式动工，费宇宙带着一班80后、
90后的小伙子，开始了工程的前期踏勘工作。

由于工程施工线长、地形复杂，要想施工顺利推进，
就必须全盘掌握施工环境，做到心中有数、因地制宜，因
此，踏勘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来到工地的第一天恰恰是
个雨天，费宇宙起了个大早，穿上雨靴、雨衣，带了砍刀、
笔记本，打算出门去踏勘。

“他们都是大学生，怕他们没吃过这苦，所以我没去
喊他们。”费宇宙回忆说。可当他穿戴好，准备出门时，

却见到夏九洲、李振东等小伙子也穿戴整齐，一个不少
齐刷刷站在院子里等着他。

“有个词叫跋山涉水，在踏勘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做
到了。”80后李振东说。双黄灌区负责着官塘驿镇10多
个村子、60000多亩农田的灌溉，渠道绵延达80多公里
长。这些渠道穿山过岭，越畈绕村，地形复杂不说，由于
渠道修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多年来疏于管护，多有
坍塌。

“8月天气是很热的，但我们每天出门都穿着长衣长
裤，因为丛林里不仅有荆刺，还有蚊虫。”90后夏九洲回
忆当时，言语中还颇有骄傲。脸被划伤过，手臂被划伤
过，身上也曾划伤过，但没有畏缩过，踏勘完整个工程
后，光是笔记就做了10大本，为后期工作的顺利开展提
供了第一手资料。

A 踏勘路上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