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宁微观

帮小叔子穿衣、洗漱、做饭、如厕……每
天起床后，杜文利忙个不停。

今年54岁的杜文利，照顾偏瘫的小叔
子，已经坚持了24年。

24年来，她从没有推脱，用自己的爱心、
恒心和细心，将小叔子照顾得无微不至，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长嫂如母”。

1990年，杜文利嫁到通城县沙堆镇时，丈
夫家里很穷，日子刚开始有点盼头，就被小叔
子的一场疾病打个措手不及。年仅14岁的
小叔子患半身不遂，双脚软弱无力，只能拄着
拐杖移动。

那时候，夫妇俩以为这种病只要有钱，还
是可以治好的，趁着公婆健在，他们南下打

工，一门心思想着为小叔子赚医药费。为了
节省开支，他们一年都难得回家一次，也舍不
得为孩子添件新衣服。

可是，小叔子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
一日不如一日，慢慢地发展成胸部以下完全
不能动弹，只有一只右手可以活动。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向健朗的公公突然
离世，婆婆一人无力照顾病患幼小。无奈之
下，夫妇俩只好辞工返乡，一边在家种田、开
小卖铺、打零工，一边照顾小叔子。

刚开始照顾小叔子时，杜文利有些尴尬
和不便，特别是遇到小叔子要上厕所，杜文利
都是喊丈夫或者附近的村民来帮忙。但很多
时候，丈夫外出归期不定，寻求外人帮忙也不
方便，没有办法的杜文利只有自己背小叔子
去厕所。小叔子有130多斤，腿脚又没力气，
上一次厕所有时候要半个小时，杜文利每次都
被累得气喘吁吁。随着时间的推移，杜文利不
再觉得尴尬，小叔子也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小叔子能好起来，是夫妇俩的期盼。
1998年至2000年期间，只要打听到哪儿有好
医生，不管有多远，夫妇俩都带小叔子去治。
2年多的时间里，不仅家里的积蓄耗费一空，
还欠下了四万多元的外债。辗转武汉、北京
多地，得到的诊断却是：小叔子至多有5年的
寿命。婆婆一听深受打击，开始变得痴痴呆
呆。自此以后，小叔子离不开药，儿女上学要
钱，婆婆时不时发病。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
是雪上加霜，各种负担压得让人喘不起来。

日子虽然很苦，但还要继续过下去。杜
文利不仅担起了洗衣做饭、养猪喂鸡的家务
活，还要帮忙耕田种地、看管小卖铺，完全接
过了照顾小叔子的“接力棒”。

这些年，不少乡亲们劝杜文利：你为这个
家已经做得够多了，何不出去打工？一来可
以挣钱养家，自己也轻松些；二来可以请护工
照顾小叔子，或者送他去福利院。

乡亲们的建议杜文利不是不懂，也不是
没有心动过，但每每看到丈夫忙里忙外，偏瘫
的小叔实在可怜，她的心又软下来了。

“福利院还是没有我们自己照顾得周到，
我们自己过辛苦点、过难一点，也让他过舒服
点。”杜文利说。

这么多年，杜文利从没有让小叔子穿过
一天纸尿裤、长过一次褥疮，小叔子身上干净
无味。谈起杜文利，当地村民无不对她竖起
大拇指。

二十四载弹指一挥间，昔日的青春少女，
如今已双鬓发白。杜文利做过两次手术，身体
大不如以前，但她仍坚持每天照顾好小叔子。

问及未来，杜文利没有想太多，只想尽自
己的全力让小叔子活好。“生活再困难，日子
再苦，我也要把他照顾好，圆了婆婆临终时的
夙愿，让这个家更加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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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同行与你同行

11月12日，走进赤壁高新区华新水泥
（赤壁）有限公司化验室，在专业人员龚海
意的带领下，记者参观了水泥性能检测实
验室、钢材性能检测实验室、金刚石检测实
验室等，充分认识和了解质检工作对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感受检验检测工作和
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

巾帼不让须眉。龚海意今年49岁，是
华新水泥（赤壁）有限公司质量控制部化验
室的物检组长。

2016年起，作为一名普通转岗女工，
龚海意刻苦学习、精益求精，锐意进取、倾
情奉献，逐渐练就一身真本领，成为公司物
检领域的首席专家。

当年8月，龚海意从生产统计岗位调
入质量控制部，成为一名物理检验工。初
入物检组，龚海意尽管满腔热血，但因为之

前岗位和新岗位工作内容不同，她在实
验室里看着满屋子的实验设备，有些不
知所措。

“物理检验岗位最初给我的印象有两
个关键字。”提起刚入职时的印象，龚海意
觉得：一个是“脏”，这里就相当于一个微型
施工现场，水泥、砂、水搅拌成型，然后养护
脱模再养护破型，所有的过程都需要和水
泥、砂浆、油等东西打交道。

另一个是“累”，作为一名女员工，龚海
意每天搬着笨重的试模，成型脱模后清理
现场卫生，每次一道程序下来都是汗流浃
背。但相比打试验小磨，这些都是“小巫见
大巫”，因为本来力气不够，磨门盖上的螺
丝很难拧紧，每次打小磨都感觉使出了全
身力气，拧了又拧，生怕螺丝没拧紧把磨门
盖打垮了，打完后浑身酸疼。

“万事开头难。只要相信自己，勤奋学
习，掌握方法，就会一帆风顺。”刚接手的工
作虽然辛苦，但龚海意深知物理检验工作
的重要性，作为水泥出厂的最后一道检验
关口绝不容懈怠，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马
虎。所以，每每遇到困难，她都不断给自己
打气。

从物理检测中的试块破型开始，到抗
折机、压力机的操作手法，再到如何快速找
准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一道道工序细
节繁多，并都藏着学问。

龚海意刚上手时，不是顺序出错，就是
得不出有效数据。但得益于班组前辈的不
断鼓励和帮助，并手把手教导检测技术和
操作方法，龚海意逐渐沉下心来，循序渐
进，逐渐熟悉每一道工序，掌握每一个操
作，在实践中不断积累质检技术经验。为

做到精益求精，她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按照标准苦练操作技能，一个操作反复练，
努力将试验误差降到最小。

除了实操学习，龚海意也针对自己理
论知识不足的短板弱项，努力“充电”。坚
持每天学习理论知识和相关国家标准是她
的“必修课”。不知不觉中，她的工作能力
在学习中得到了很大提升，她也逐步成长
为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技术能手。

去年，龚海意代表公司参加国家水泥
大对比活动，为华新赤壁公司获得“全国水
泥大对比40周年最佳贡献奖先进单位”称
号付出了辛勤汗水。

华新水泥物检组长龚海意

质量检测一丝不苟
本报记者 黄柱 通讯员 王小军

广角会

家风家教润童心
本报记者 黄柱 通讯员 戴彩虹 黎琳

11月28日，赤壁市蒲纺六米桥社区党委联合
辖区家长学校——育才幼儿园，开展了以“家风润
童心 家教伴成长”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活动伊始，育才幼儿园的师生们满怀期待与好
奇，走进了蒲纺二三四八展览馆。看着那些栩栩如
生的雕塑、陈旧的织布机，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还
有充满岁月感的展示品，孩子们异常兴奋，眼里闪
烁着光芒，沉浸在志愿者讲解员的故事中。一个孩
子指着橱窗里的布匹，骄傲地说道：“你们看，这是
我奶奶织出来的。”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着蒲纺
三线建设中老一辈曾经创造的辉煌历史及红色文
化的传承。

活动中，社区邀请赤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五老”宣讲团家庭教育指导老师陈迪昭，宣讲
《让家庭教育照亮每个孩子成长》。随后，孩子们在
志愿者的引导下，齐声诵读那耳熟能详的《三字
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清脆
而响亮的童声回荡在社区每一个角落，仿佛是对美
好家风和传统美德的呼唤。

六米桥社区党委书记李华表示，通过本次家风
家教活动，让家长、孩子们进一步感受到家风建设
的重要性和家教的力量，进一步推进了该社区家庭
家风家教建设，形成了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
正的文明新风尚。

反诈宣传有妙招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马赟

11月27日，咸安区温泉街道万年路社区联合
辖区快递驿站协同合作，以快递寄送点为反诈宣传
阵地，让“反诈包裹贴”搭上快递的“顺风车”，将“反
诈包裹”精准投放到辖区网购消费者手中，零距离
开展反诈宣传，以提升群众的防诈骗能力。

在快递驿站，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包裹上粘贴反
诈宣传贴纸，鲜艳醒目的反诈包裹贴及接地气的设
计，让居民拿到包裹的同时，可以便捷地学习反诈
安全知识。张贴完毕后，社区工作人员对快递驿站
小哥也进行了反诈知识的培训，确保有效识别“涉
诈包裹”。

“反诈提醒贴在到手的快递包裹上，很有警醒
意义！”刚拿到快递的张先生发现快递盒上的贴纸，
立即表示，平时自己父母很喜欢网购，这样的提醒
很有必要。

快递包裹变身“反诈宣传员”，将反诈宣传送入
千家万户，有效提高了居民识骗防骗能力，营造了
全民反诈的良好氛围。下一步，万年路社区将继续
发动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全民反诈宣防的队伍中
来，以更加精准、覆盖更广的方式进行反诈宣传，进
一步守好群众“钱袋子”。

亲子运动伴成长
本报记者 黄柱 通讯员 宋红

近日，赤壁市中伙铺镇中心幼儿园举行了以
“趣味农耕，乐享运动”为主题的秋季亲子运动会。

当天上午9时，伴随着慷慨激昂的《运动员进行
曲》，国旗护卫队护送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入场，拉开
了亲子趣味运动会的序幕。随后是家长代表队方
阵和幼儿方阵，看各个班级的小朋友们精神抖擞，
迈着自信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带着灿烂的笑
容，用热情和行动为今天的农耕亲子趣味运动会加
油助威。

大班幼儿舞蹈《大丰收串烧》，中班幼儿舞蹈
《美丽中国》，小班亲子舞蹈《番茄进行曲》以及老师
们表演的《欢天喜地庆丰收》轮番上演，展示了富有
创意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展现出了全园师幼激情澎
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中伙铺镇中心幼儿园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趣味农耕，乐享运动”农耕亲子趣味运动会对孩子
们而言是温暖、是陪伴、是关爱，对家长们而言，是
见证孩子们健康成长的蜕变，孩子们在运动中学会
成长与收获，在运动中感受家长的爱与陪伴。

在咸安区温泉街道岔路口社区花木苑
小区，有一位社区“能人”，她就是小区的“桂
乡管家”熊晓燕。今年53岁的熊晓燕始终
保持着一颗党员的初心，努力发挥余热，积
极参与社区治理，本着“用心用情办实事”的
服务理念，用实际行动为小区居民提供帮助。

“千金难买邻里情。”这是熊晓燕在小
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每当邻里之间因为
小事发生口角的时候，她就来做大家的调
解员。熊晓燕说，不管是一幢楼房还是一
个小区，能够住在一起就是缘分，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关心邻里，关心小区，这个社会
就会充满温暖，小区会更文明更和谐。

家住花木苑小区的张阿姨是一位独居
老人，老伴和儿子都在外省工作。9月14
日晚上9点，张阿姨突发疾病，于是给熊晓
燕打电话，熊晓燕立即赶到张阿姨家查看，

那时张阿姨已接近半昏迷状态，并伴有
高烧。

熊晓燕当即联系到同楼栋的居民方先
生，开车将张阿姨送到中心医院急诊科，医
生初步诊断其为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做
手术切除。熊晓燕帮助老人办理门诊、住
院、化验等各项手续。

凌晨3点的医院静悄悄，熊晓燕一个
人楼上楼下来回地奔跑，一夜没合眼，在病
床边悉心照顾老人，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
张阿姨的家人从武汉赶来后才离开。

出院后，张阿姨紧紧握着熊晓燕的双
手，眼含泪水说：“太感谢你了，如果不是
你，我命都没了。”

“熊姐，我妈妈因蘑菇中毒，办理转诊
去武汉医院抢救，到了武汉这里有个登记
流程有问题，需要和户籍地医保对接，请您

帮帮我吧……”花木苑小区居民朱先生给
熊晓燕打来求助电话。熊晓燕立即前往咸
宁市市民之家，与医保窗口工作人员对接，
现场咨询办理，解决了朱先生母亲的转诊
登记问题。朱先生感激地说：“我们也不知
道流程和手续，来回跑又怕耽误妈妈治疗，
真的太感谢熊姐了。”

平日里，只要小区居民找熊晓燕咨询
社保等相关问题，她都有问必答，一桩桩一
件件地为大家解释好。小区的陈女士向她
咨询“4050”人员社保补贴怎么办理，需要
哪些资料，熊晓燕都手把手地教，耐心地讲
解各种政策。小区的张叔叔因患糖尿病几
年，一直未申请待遇，每个月用药需要好几
百元，为此他老伴余阿姨从汕头打电话向
熊晓燕咨询。熊晓燕告诉她需要准备相关
证明材料邮寄过来，收到资料后，熊晓燕亲

自帮忙把申报手续办理好，并提交审核通
过。余阿姨高兴地说：“给我们解决了大问
题，不是你帮忙，我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有你真好。”

熊晓燕在花木苑小区居住了40多年，
对环境和住户都很熟悉。多年来，她与小
区业主小雷一起无偿帮忙收取小区水泵
房和卫生费等费用，并帮忙打理账务事
宜，开收款收据，公示每月的收支情况、
年度报表等，兢兢业业地当好小区的“管
家婆”。

熊晓燕总是说：“我虽不能为社区作多
大贡献，但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这是我身为一名党员应该做的。”在平时的
小区工作中，熊晓燕时时刻刻用党员的标
准严格衡量、约束自己的言行，发挥着一名
共产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

咸安区岔路口社区“桂乡管家”熊晓燕

发挥余热一心为民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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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平台助就业
本报记者 黄柱 通讯员 汤志超

近日，赤壁市人社局通过零工驿站服务平台、
上门走访、调研座谈等方式，广泛搜集岗位信息，摸
清民营企业急需的招聘岗位和零工需求信息时，了
解到湖北楚农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因业务发展需
要急需招聘一批工作人员。

该局迅速从登记求职信息中，组织符合条件的
求职者到用工企业实地观摩，现场咨询企业招聘用
工情况，与企业员工面对面交流，切身感受企业工
作环境。70名求职者愉快办理了入职手续，实现企
业和求职者即时对接、双向奔赴。

“我公司于今年成立，是一家以从事多式联运
和运输代理业为主的企业，日前随着业务订单的增
加，急需增加人员，正为此事担忧之时，没想到人社
局就为企业及时解决了招工难的问题，真是太感谢
了！”湖北楚农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说。

赤壁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切实解决企
业“用工难”、群众“务工难”，该局依托赤壁城市大
数据整合多方数据信息，搭建“遇见赤壁，入职无
忧”智慧就业信息平台；构建党委和政府统筹领导、
部门横向协同、系统纵向贯通、社会广泛参与的“大
就业”工作格局，精心打造企业、求职者“连心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