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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地点：咸安区三元社区
采访人物：邱蕾
口述整理：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咸宁微观

三月的通城县关刀镇台源村，春意萌发。15日，
在乡村振兴车间内，村民们正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有
条不紊地进行各项工序。

“家门口有这么好的工作，多亏咱们村的大恩
人！”村民们嘴里念叨的，正是通城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派驻台源村的“第一书记”傅楚舒。一件件用心用
情的帮扶实事，让他走进了村民的心坎里。他用一
双“铁脚板”丈量乡村振兴路，一副“铁肩膀”守护万
家灯火情。

53岁的廖拥军是赤壁市公交集团的
一名公交车司机，“驾龄”21年。

廖拥军有着 1.78 米的个头，虎背熊
腰，粗犷的外表之下却也胸怀柔情——他
爱岗敬业，乐于助人，将一颗为民服务的热
心，化作驾驶路上的一举一动，感动并影响
着身边的人。

“人应该都是善良的”
“你就不怕别人说是你的责任？”在每

一次帮助过别人之后，廖拥军听得最多的
就是这句疑问。

“从来没想过这事，我觉得人都是善良
的。”廖拥军总是这样回答。

2022年8月5日，廖拥军驾驶公交车
在赤壁雍景新城站台下完客，正要起步，就
在反光镜里看到周女士匆忙追赶过来，不
慎摔倒在地。

反光镜里，廖拥军看到周女士半天站

不起来，当即下车予以帮助，发现她脚踝摔
伤，站立不稳，就将她背上了公交车。

待到周女士痊愈，来到公交集团感谢
“不知姓名的司机”，大家才知道廖拥军做
了一次“无名英雄”。

廖拥军的热心肠，大家有目共睹。早
在2018年春节期间，廖拥军帮助坐轮椅的
老奶奶下车，被乘客拍照上传到当地媒体，
为网友所点赞。

帮乘客寻找遗失财物，帮助迷路的老
人回家，帮残疾人提行李……有时候，同事
为廖拥军的善行而捏一把汗，可廖拥军总
是憨厚地说：“可能我运气好，遇上的都是
好人。”

“这就是司机的本分”
面对工作，廖拥军从来不推诿，把一腔

男儿的热血倾注在小小的驾驶室里。
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暴发，赤壁封

城。为保证市民的生活需求和医疗救护的
及时性，急需一批司机进行物资运输、病人
转运及通勤车辆的驾驶。面对公交集团的
号召，廖拥军第一个挺身而出。

对年迈的父母说声上班去，与7岁的
女儿说声爸爸去打病魔，对爱人做了简单
的交代……廖拥军很快住进了公交集团统
一安排的宾馆。

60天里，廖拥军每天在驾驶室里坐10
个小时以上。他一会儿送生活物资到社
区，一会儿送医疗物资到隔离医院，一会儿
送感染病人到隔离点。

“开车就是我的职业，站出来是司机的
本分。”因为与新冠病例密接，廖拥军被隔
离。他毫无怨言，只呵呵一笑。

“互帮互助互相好”
“廖师傅，能不能帮我顶一下班？”每年

春节，都会有公交司机来找廖拥军帮忙顶

班，他总是爽快地答应。
廖拥军家在赤马港街道办事处汪家堡

社区，就在城区边上，父母家人都住在一起。
“互帮互助互相好嘛，大过年的，谁都

希望一家团圆。”廖拥军说，自家和公交集
团离得近，下班了就可以回家，帮忙同事顶
班是举手之劳。

廖拥军却没有提及，他的家里，年近八
十的老父亲双眼失明；母亲长期患有慢性
病，一双脚每天都要人帮忙按摩；还有一个
10岁的小女儿。

廖拥军总是在下班后帮爱人打理家
务，帮母亲揉脚，双休的时候帮父亲剪头
发，带女儿去公园游玩。

工作上，廖拥军是好司机、好同事；生
活中，廖拥军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
他的事迹多次被媒体报道，产生了较好的
社会影响。

公交司机廖拥军

善行传递正能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但唐静 通讯员 张升明 刘红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张欢

电话：0715－81287714版
2023年3月20日 星期一

E-mail:641478624@qq.com 香城故事

广角会

拾金不昧心灵美
少年学子获点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
里边。”这是许多人从小就哼唱的童谣，近日，咸宁实
验外国语学校学生小宜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拾金不
昧”的美德。

3月9日晚上，小宜和妈妈一起逛同惠广场。小
宜在洗手间捡到一个红包，打开看到里面有200元
钱。环顾四周，小宜没发现有找红包的人，想在原地
等失主，又怕妈妈在停车场等她着急。天色已晚，她
只能将红包带给妈妈。

找到妈妈后，小宜立刻把捡到红包的事情告诉了
妈妈，妈妈对她拾金不昧的行为表示非常地欣慰。母
女俩第一时间联系了同惠广场前台，经过一系列调查
和询问后，开始寻找失主。

通过查看监控，终于找到失主张女士，看到失而
复得的钱，张女士向小宜及其家人表示感谢和点赞。

面对失主，小宜说：“这没什么，爸爸妈妈、学校老
师经常教导我们做人要讲诚信，不是我的东西捡到一
定要找到失主，这是我应该做的。以后再有这样的事
情，依然会物归原主。”

以假乱真去典当
自作聪明落法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被顾客用假金项链以假乱真，差点损失28000
元。近日温泉城区一典当行老板王先生险些上当。

据了解，上周，一位男子拿着一条黄金项链到王
先生的店铺典当。王先生对项链进行了初步检验，认
定为真黄金后，将抵押款28000元现金交给该男子。

一个月后，因抵押期限临近，王先生按收据上的
电话联系了该男子，却发现接电话的是一名女子，且
声称并不认识王先生口中的男子，王先生当即查找当
时添加的微信，却发现已被拉黑。

王先生将抵押的黄金项链剪断，发现该项链是
“金包银”，即银项链镀金而成，这才发现自己上了
当。王先生迅速向温泉公安分局三号桥派出所报案。

接报案后，办案民警立即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在
当天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柯某的身份，随即确定了柯某
居住在黄石某地。

办案民警立即出发前往黄石，在黄石警方的大力
支持下成功将嫌疑人柯某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柯某对其利用假的黄金首饰
进行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欠款也退还给了王先
生。

平静村庄藏赌窝
一举捣毁零容忍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欢 通讯员 叶伟

近日，赤壁市公安局查获一起开设赌场案，刑事
拘留2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12人，收缴扣押涉赌资
金、没收非法所得共计23万元。

日前，赤壁新店派出所发现辖区某村庄内有人赌
博，当场抓获涉赌人员魏某明、唐某等6人。

经审讯，抓获的6人仅为涉赌的部分人员，开设赌
场的“老板”并未在场。办案民警本着“打深、打透、打
彻底”的原则，立即展开后续工作。

经查实，1月23日至31日，雷某、邹某先后6次组
织魏某明、唐某等人，利用扑克牌“斗三公”的方式进
行赌博，雷某、邹某通过赌场抽成和参与赌博获利20
万余元。

通过民警电话规劝，雷某、邹某分别于2月6日、2
月14日投案自首。组织者、参赌人员、为赌博提供条
件的人员等陆续到案。雷某、邹某对开设赌场的犯罪
行为供认不讳，魏某明、唐某等人对赌博的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

目前，雷某、邹某2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刑事拘
留，魏某明、唐某等12人因赌博被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屡犯不改还侥幸
任性男子被行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欢

“你又酒驾？”2月14日晚，咸宁市公安局咸安分
局交警大队在金桂路与银泉大道交叉路口开展酒醉
驾夜查统一行动时，执勤民警震惊地发出感慨。

当晚，执勤民警对一辆小型汽车检查时，发现驾
驶人神情紧张、目光躲闪，且散发一股酒气，在要求驾
驶人出示相关证件时，该驾驶人支支吾吾始终无法出
示，随后民警对其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
71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经过交管平台系统核实后，民警发现驾驶人唐某
某已经是交警部门的“老熟人”了——这是他第四次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且驾驶人唐某某第三次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时就在上个月的同一路
段。目前，唐某某驾驶证处于吊销状态。

最终，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规定，对唐某某再次（第四次）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和驾驶证被吊销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合并
作出罚款叁仟伍佰元、行政拘留二十日的处罚。

有人对琴棋书画情有独钟，有人偏爱
运动或者游戏，而诞生于泥料与火焰淬炼
中的手工陶艺，令邱蕾深深着迷。

记得小时候，村里有老匠人制作陶器，
老师傅们在村子的一所小屋里制作黑陶。
那青烟缭绕、泥火交融的景象，至今都让邱
蕾难忘，也成为她关于那个年代的乡愁记

忆。
因为耳濡目染，邱蕾从小就喜欢玩泥

巴，把泥巴捏成各种形状，她觉得特别有意
思。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爱好，从邱蕾参加
工作后，有了时间和经济来源，便正式接触
陶艺，这一捏就是五六个年头。

邱蕾介绍，陶艺制作包含繁琐的过程，
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才能够完成。看着
柔软的陶泥在手中揉搓成自己想象的样
子，在时间流逝中形成心仪作品时的美好，
是只有自己才能深刻体会的那种感觉。

邱蕾还记得最开始学陶艺的时候，先
把泥巴放在坯盘上，再用双手去控制它，感
悟泥的特性。

随后，神奇的事情出现了——矮矮的
泥团顿时在双手之中变成了一个瘦长的锥
形，旋转着上升。坯体上那一圈圈清晰曼
妙的螺纹，那一种水泥合一所产生的柔软
泥性，让邱蕾为之惊讶，而这一过程仅仅是
陶艺学习初级阶段的一部分。

经过一天焦急地等待，终于拿到了晾
干的作品，这意味着可以开始上色了。等
待的过程中，邱蕾一直很期待，看到成品的
那一刻，她觉得整整几天的付出没有白费。

因为接触制陶，邱蕾了解到好多不曾
涉及的知识。以前，邱蕾看到一个杯子，可
能只会注意好不好看、喜欢不喜欢；现在，
则会分析它的材料是怎么烧的，制作过程

是怎样的，看到别人制作出了很好的手工
艺术作品，也会心生羡慕。

她谦虚地说，自己做手工陶艺有几年
了，但做得算不上好，就是单纯自己喜欢。
以前看到商场有些制作精美的杯子，邱蕾
会觉得价格有点贵，现在她能理解了，因为
背后凝聚着无数手工人的心血和汗水，也会
特别敬佩那些专注手工艺的师傅和艺术家
们。

手工陶艺爱好者邱蕾

小小泥巴乐趣多

中乐在其

通城县台源村“第一书记”傅楚舒

点亮幸福路 守护灯火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柯建斌 王恬 通讯员 卢峻

2021年8月，曾在通城县大坪乡下畈村担任
过十年“第一书记”的傅楚舒，继续申请到乡村振
兴一线工作，到台源村走马上任。那年，他51
岁。

有人说：楚哥，你都驻村十年了，还没在穷地
方待够啊？回来吧。

有人说：老傅，还有小十年就退休了，在局里
混时间多好？别去了。

还有人质疑：你莫不是想躲到村里去玩啊？
……
傅楚舒一笑置之。“选派我作‘第一书记’，既

是组织上对我人格的信任，也是领导对我能力的
肯定。”傅楚舒说。

吃透村情是第一步。上任伊始，正值酷暑，
傅楚舒和村两委成员一起，骑着电动车挨家挨户
到困难群众家去。

在入户走访中，由于身患糖尿病足，傅楚舒
的脚磨破了皮，溃烂不堪，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村民把傅楚舒送到县医院，治疗还不到3天，
他就躺不住了——独自出院，回到台源村，投入
到巩固脱贫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

乡村振兴，党建工作放在首位。驻台源村以
来，傅楚舒通过开展各类集体活动，提高党员干
部思想政治素质和能力，增强村级班子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

“村‘两委’会以前缺少会议记录，会议决议
有时候得不到落实。傅书记来了以后，帮我们理
顺会议制度。”台源村党支部书记汪洋说，在傅楚
舒的带领下，村里党建各项规章制度迅速完善，
各项工作实现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喊十句口号，不如做一件实事”，这是傅楚
舒常记心间的话。去年，他所驻村党支部被通城
县委组织部评为先进工作组。

村子如何长远发展？村民如何致
富安康？夜深人静时，这些念头久久
萦绕在傅楚舒的脑海。

台源村没有集体产业，青壮年常
年在外务工，留守老人和儿童较多，是
名副其实的“薄弱村”。

产业振兴，落脚点是让村民增收
致富，而要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就得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傅楚舒深入考
察土壤环境，多次召开党员和村民会
议，四处串门子、找点子。

最终，村里决定改造老油茶基地，
成立红台药材种植合作社，建设药材

套种油茶基地。通过村委会领办合作
社的方式，承包土地50余亩，引进优良
品种。

目前，基地已进入栽种苗圃阶段，建
成后亩产可为村民增加万元以上收入。

傅楚舒留意到，台源村在外做生
意、工作的能人不少，于是想方设法吸
引他们回乡创业。“他们已经积累了资
金、经验和人脉，眼界高、能力强。”傅
楚舒说。

2021年，村民万祖兵回乡创业，投
入100万元建设乡村振兴车间，购置
设备，生产手机数据线。

这间乡村振兴车间用工优先考虑
脱贫户，让当地群众实现“零距离就
业”，每年提供就业岗位20多个，年产
值30万元。

如今，在傅楚舒的牵线下，万祖兵
的电子厂与通城县工业园区企业达成
了合作协议，保证了车间订单数量的
持续稳定。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不仅让
我脱了贫，还有了就近就业机会，日子
越来越有盼头！”村民黄敏激动地说。

傅楚舒说，脱贫户有了稳定的工
作，大伙儿增收致富就有希望。

在台源村村委会，记者看到了一
本红色封面的消费帮扶台账，每一页
都写得满满当当——有购物时间、农
户姓名、农产品销售明细和购买人姓
名、联系方式，少的一笔几十元，多的
有几千元。

“这不到整个销量的十分之一。
建立‘联农带农农副产品购销群’仅月
余，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390多万元。”
傅楚舒说。

“天太热了，傅大哥，您先坐下来
喝口水，西瓜等下再送也来得及！”去
年8月，气温高达40℃，傅楚舒却骑着
小三轮奔走在“送货”的路上。

原来，傅楚舒发现钰泉山采摘园
20多万斤西瓜找不到销路。

“采摘园里就业的多是些脱贫
户，吃西瓜的季节马上就要过了，我
们不能让村民‘颗粒无收’。”情况紧
急，傅楚舒立即联系县农业农村局专
业技术人员对采摘园的西瓜进行质量
评估。

在确保品质优良后，傅楚舒又发
动朋友圈、通城县联农带农农副产品
销售群进行推销，四处联系商户采购
西瓜。短短两天，20多万斤西瓜全部
被订购完。

订单有了，怎么以最快的速度将

西瓜采摘下来、送出去呢？傅楚舒决
定帮忙摘瓜。

天未亮，傅楚舒就带领当地50多
名党员干部和农户一起走进瓜田。顾
不上酷暑热浪，一行人忙得热火朝天。

经过大半天的努力，第一个大订
单采摘到位。傅楚舒一刻也没有停
歇，头顶烈日，继续运送西瓜。

采摘园的20多万斤西瓜全销出去
了，村民竖起大拇指赞扬老傅是“最佳
农产品带货人”。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傅楚舒说，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就是他最开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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