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
都说环卫工作是最脏、最累、最辛苦的职

业，为亲身体验其中甘苦，记者节前夕，记者一

行走进南海社区，与环卫清扫工一道清扫后街

后巷。

拿起扫帚前，记者心想，扫地应该不需要什

么技巧，很快就能上手。然而，体验后才明白，

一线作业的环卫工作并不是那么轻松。

当天下午4时整，我们来到了位于南海五

区12幢的一交叉路口，与负责这一带环境卫

生的赵师傅碰面。赵师傅指着垃圾车上不同的

4把扫帚告诉我们：“扫大面积的垃圾用大扫

帚，巷道转弯的边角缝用硬扫帚扫，扫泥灰需

要用这把软扫帚了，而草坪上的垃圾则需要用

扫帚桩子。”

了解4把扫帚的作用后，我们便跟随赵师

傅开始劳动。第一站，我们来到社区的一个花

坛前。远看花坛里似乎没有垃圾，走近却发现

花坛草木下面到处是烟头和纸团。赵师傅说，

别看社区路面上挺干净的，这些旮旯里全是垃

圾；保持路面上干净不难，难的是把这些看不

见的地方也清扫干净。

清扫过程中，我们发现脚下有几张广告名

片，便想把它们清扫干净。但奇怪的是，这名片

就是不往畚箕里“钻”。赵师傅看到后，便走了

过来，将名片踩在脚下，用另一只脚折了一折，

轻轻松松就把它们送进了畚箕。赵师傅说：“扫

名片还算轻松的，遇到口香糖什么的，处理起

来才叫麻烦。”

差不多2个多小时下来了，我们在赵师傅

的帮助下才勉强将地面清扫了一遍。此时，我

和同事已累得气喘吁吁。 赵师傅说，他每天

从弘盛大厦开始，向南一直清扫到万金路北

侧，共20条巷道15幢住宅楼，外加驿都花苑

和其中东西向的3条长巷道。我们今天只干了

他平时工作的三分之一！

他还告诉我们，这一地段开发相对较早，许

多物业配备并不完善，再加上居民环境保护的

意识不强，这里的清扫工作很是繁重，常常是

前脚走，后脚就有人乱丢垃圾。

临行前，赵师傅强烈建议相关部门加大

对乱丢乱扔垃圾行为的处罚力度，从而不断

提升市民素质，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晓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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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党的十八大胜利开幕。在这个喜庆的日

子，我们同时迎来第13个中国记者节。

日前，本报组织开展“喜迎十八大 记者走基层”主题

活动，全体工作人员分成多个小组，深入到企业、社区、村

头、田头，参与百姓日常生活和工作，倾听最基层的声音，

感受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以“走、转、改”的实际

行动，向党的十八大献礼，践行我们“引领 贴近 求实 创

新”的办报理念。

编者按

金针菇“住”进大厂房

日前，记者一行来到扬州市丰园菌业有限公司采访。企业

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说：“这个项目是今年5月份正式投产的，

可年产纯白金针菇6500吨左右，填补了苏中地区菌类产品工

厂化生产及深加工的空白，是扬州市最大的工厂化金针菇生

产基地！”

在我的想象中，种植菌类或蔬菜都应该在大棚内进行，农

民朋友必须弯下腰，亲手栽种、浇灌、施肥，而当记者们走进丰

园菌业的生产车间时，车间内的景象让我和身边的同事不禁

发出声声惊叹：“太牛了！”

只见车间上方盘旋着一条宛如长龙的自动化传输带，连

通着整个厂区，将一个个金针菇菌种瓶输送到“独门独户”

的全封闭菇舍，场面蔚为壮观。公司总经理陈锋笑着说：“我

们聘用了专业人才从事金针菇生产及深加工研究，同时与

江南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相继制定了金针菇培养料配制、

拌料、装瓶、灭菌、冷却、接种、培养、搔菌、催蕾、抑制、生育、

采收等一整套标准化生产工艺及生产操作规程，基本实现了

现代化！”

听完介绍，记者也上前体验了一回流水线操作，发现生产

线全是机械化操作，工作人员只要在一旁照看就可以了。随

后，我们又走进包装车间，体验包装工作。一个个装着成熟金

针菇的小瓶通过传输带送到我们手中，在师傅们的指导下，我

们将金针菇摘出来装进食品袋中，扎口装箱。陈锋对我们说：

“如果在大棚里生产，至少需要500人。而这套自动化流水线，

整个工厂只有100余名员工，几乎都在包装车间！”了解完金

针菇生产的整个流程，陈锋告诉我们，金针菇工厂化生产具有

绿色、无污染的特点，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青睐。

通过两个小时的参观体验，记者对丰园菌业种植工厂化、

经营产业化的现代农业模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采访回来的

路上，记者一直在想，其他传统农业项目是不是也可以借鉴这

种模式呢？ 王道

跟着农民学种田
站在郭集镇盘塘

村村口，一股股泥土的

芳香扑面而来，沁人心

脾。农民们正在翻耕后

的土地上播撒着希望

的种子。

在盘塘村村民王

保荣家的责任田头，记

者看到他正在给准备

播种的土地施撒有机

肥。记者顾不上泥土的

潮湿，脱下上衣放在田

头，快步走到王保荣的

面前，从他手中接过施

肥的筐篓。王保荣笑着

说：“装的肥太多了，很重的，早知道你们

来参加劳动，我就少装一些肥了！”他的

话语中透出农民特有的朴实和纯真。记

者提起施肥的筐篓，感到确实很沉。为了

不让老王小看自己，记者笑着说：“我也是

农村人，对土地有感情！”

在王保荣的指导下，记者边走边撒并

同王保荣攀谈起来。说到今年秋季的收

成，王保荣高兴地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

年，4亩多地收了近5000斤的稻子。现在

党的富民政策好，农民种田不但不要交农

业税，还可以拿国家的补贴！”

交谈中记者得知，王保荣在郭集镇农

电站工作，爱人邵梅香在苏发照明公司上

班，两个儿子都在镇上分别买了新房，全

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王保荣高兴

地说，现在生活好了，农民种田再也不用

面朝黄土背朝天了，种田全部是机械化作

业，只要平时加强田间管理，到时坐在田

头数“票子”。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时分，记者回望背

后留在土地上的一串串脚印，心里充满收

获的希望。尽管手臂有些酸胀，但记者真

切地感受到了农民的朴实、劳动的喜悦和

大地的魅力，同时也感悟到：记者的脚上

沾的泥土越多，才会与大地贴得更近，同

农民朋友走得更亲……

殷朝刚

回汉团结一家亲
在菱塘回族乡清真村，记者看到，这里的

村庄规划整齐，黑瓦白墙的民居一字形排开，

延伸至远方。宽阔的水泥路直通村民家门

口，不时有汽车疾驰而过。水泥路的另一边

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村民们正趁着天晴在场

地上翻晒稻谷。

今年72岁的杨同昌老人热情地接待了

我们，并带领我们在村里转了一圈，感受

清真村的新面貌。参观过程中，记者遇到

一户村民家正在翻修房屋，便上前帮忙

筛沙子、提水桶，与村民一起劳动。

不远处是村卫生站。站内干净整洁，

仪器、药品摆放规范，药物价格都张贴在

公示栏内。值班医生正在帮几位村民测

量血压和体温，并讲解一些秋冬季节健

康养生知识。

在杨同昌老人家，记者看到他家宽敞的

客厅、整洁的卧室都保留着农家朴实的风

格，空调、冰箱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一应俱

全。屋后的大菜园里各种

蔬菜长势喜人，绿得养眼。

如果不是屋内挂着的伊斯

兰教历和屋外写着回汉两

种文字的门牌，单从老人的服装和语言上，很难

看出这是一户回民之家。

菱塘回族乡虽是回民聚居的地方，汉

民却也不少。在这里，回汉同胞饮食习惯、宗

教信仰、节日庆贺等方面尽管存在差异，但

他们能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这才

有了今天和谐幸福的新菱塘。 张 云

10月30日上午，我们来到扬州曙光电缆有限公司，切身感

受该企业热火朝天的生产氛围，并与一线工人共同劳动。

走进宽敞、明亮的生产车间，到处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

象，各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都在认真专注地干着

手中的活。在一台束丝机前，记者遇见了正在忙碌的女工胡

宏梅，只见她穿着一套蓝色工作服，戴着白色手套，将一个个

圈着钢丝的储线团套在机器上，用手飞快地转着储线团的圆

轮，动作非常娴熟。征得胡大姐的同意后，记者也要了副手套

试搬了下这个储线团，“呀，好重啊！”记者情不自禁地叫出声

来，一旁正干活的胡大姐听声赶忙凑过来，笑着说：“别看这个

小线团貌似不重，可轮轴中围的全是钢丝，加起来有几十斤

呢。刚开始工作，我也搬不动，但搬久了，就习惯了。”

在随后的攀谈中，记者得知，今年已近50岁的胡宏梅，

在曙光公司已干了20多年。几年前，她一直在曙光老厂区上

班，因为厂里全是老式的生产设备，机械化水平不高，大部分

工作都要靠工人手工完成，一天班上下来，她经常累得腰酸

背痛。可自从公司扩建新厂区，并引进一批新的生产设备之

后，整个生产自动化水平有了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一线工人

的工作量减少了不少。现在，她们上班已感觉轻松不少。“就

拿这个束丝机来说，以前我们所用的设备大部分程序都要靠

人工完成，出现断丝，也只能靠人工一段段检查。现在只需完

成其中1/3的工作程序，剩下的全部交给机器来搞定。而一旦

有断丝现象，机器也会第一时间自动报警，完全不需要人工

再去检查，既方便也快捷。”胡宏梅自豪地说，现在他们每天

工作8个小时，每月有近2000元的收入，公司还定期给我们

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企业给职工一份情，职工还企业十分爱。说小了企业就

是一个家庭，说大了企业也是一个社会，无论家庭还是社会，

都需要一个和谐的氛围。曙光公司的发展不正是近年来我市

小康社会建设的一个缩影吗？ 管玮玮

蔬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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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劳动乐趣，感受丰收喜悦。日前，本报

采访团来到三庄有机蔬菜园采访，感受大自

然的春华秋实，领略现代农业的独特魅力。

走进三庄有机蔬菜园，丰收的画卷扑面

而来：绿油油的青菜亭亭玉立、火红的辣椒

格外耀眼……它们用成熟的身姿，欢迎采访

团的到来。在蔬菜园负责人俞本奎的盛情邀

请下，采访团的成员撸起袖子，下地拔起了

萝卜。手握萝卜根部，轻轻一提，带着根须

的萝卜就轻松地离开田垄。采访团的成员们

嗅着泥土的芳香，呼吸着新鲜空气，边拔边

笑，笑声在蔬菜园里回荡，快乐洋溢在每个

人的心田。

在田间劳动的间隙，俞本奎向采访团成

员介绍了蔬菜园的情况。蔬菜园总投资2000

万元，以大棚蔬菜和葡萄园为主要经营项目，

充分利用发酵后鸭粪及农作物为有机肥，实

施绿色循环有机种植，培育绿色有机蔬菜。目

前，有机蔬菜建成区380亩，种植的蔬菜品种

有茄子、辣椒、韭菜、萝卜、青菜等，亩产值

13000元左右，亩纯效益近万元。

不一会,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蔬

菜园办公区门前空旷的场地上，晾着刚收割

的稻谷，看到天空飘起了小雨，采访团的成员

赶紧走出田头，和蔬菜园的员工一起收稻谷，

帮助抢收丰收的果实。

采访的时间只有短短半天，但在这短短

半天的时间里，采访团的成员在体验丰收喜

悦的同时，更体会到了只有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才能得到丰收的硕果。

周雷森

倾听村民畅谈家乡美

近日，记者来到郭集镇盘塘村体验农

家生活，刚进入村口，便看见一处 “绿

岛”。“绿岛”上栽满了花草树木，空气中

还弥漫着淡淡的花草香，扭腰器、蹬力器

等各种健身器材陈列其间。

记者正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时，从

“绿岛”东侧的一幢小洋房内走出一位老

人，对记者说：“现在农村变化可大了，城

里有的东西，我们农村也有，家门口就有

广场、小竹林、健身器材，和城市没有差

别，而且农村的空气也非常好。”

攀谈中，记者得知这位老人叫刘桂

英，应老人邀请，记者来到她家参观。在她

家厨房内，记者发现，传统的农村大锅灶

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电饭煲、煤

气灶、微波炉等现代生活用品。“儿子、

媳妇上班忙，我在家就帮助他们烧烧饭、

洗洗衣服、做做家务。”老人笑着说。“奶

奶，你有几个子女啊？怎么还要你帮他们

料理家务呢？”“我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

四个子女现在的生活条件都很不错。孙女

结婚后在扬州定居，经常接我到扬州小

住，一年中，有两三个月我都在扬州生活。

其余的时间，就到几个子女家走走，帮他

们料理家务，主要是让自己活动活动筋

骨。”老人高兴地向记者聊着她的儿女、孙

女、外孙们的家庭生活及工作情况，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奶奶，你今年七十几岁啊？身体看起

来挺不错的。”“姑娘，哪才七十几哦！我今

年已经83岁了，现在生活条件好

了，寿相当然长了。”听到记者的

问话，刘桂英老人脸上笑开了花。

记者也是生于农村、长于农

村，对盘塘村的变化，记者感同

身受。现如今的农村，不再是贫

穷和落后的“代名词”；农村人

也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般

地生活。他们和城市居民一样，

享受着社会发展的成果。一张

张开心的笑脸、一句句发自肺

腑的话语，便是有力的见证。

晓 莉

本报出版部、专副刊部部分采编人员在第13个记

者节来临之际，赴江苏赛德电气有限公司参观学习。

江苏赛德电气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线电缆

（低压特种电缆）生产的企业。多年来，该企业坚持“我

们不图做全，但求做强；我们不是大鱼，但必须是快鱼”

的理念，在强手如林的电缆业界脱颖而出，预计2015

年，公司年销售可望达10亿元。

在江苏赛德电气有限公司参观学习期间，记者有

两点感受：

一尘不染。赛德公司卫生环境可以用一尘不染来

概括。记者走访过的企业有当地的，也有外地的，数量

不低于百家，但像赛德公司如此窗明几净、整洁光亮

的实在是凤毛麟角。由此可见企业管理者的工作作风

十分严谨、细致、认真、实在。

一丝不苟。在该公司新厂区建设过程中，为保证

生产车间地坪铺设的平整度不超标，员工认真负责的

精神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公司员工对工作的一丝不苟

缘于他们对企业的挚爱。负责公司生产设备的陈正

俊，如数家珍地讲述公司一套又一套生产设备的性

能、效率……话语间充满了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

此次参观学习，给记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深刻

的思考。贴近基层、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是新闻人“走

转改”中不变的主题。 任 仁

摘棉记

棉花种植是横泾镇的传统农业项目。记

者节前夕，我们一行5人来到横泾镇三郎庙

村四组棉花种植户赵伯勤家采访，体验棉农

劳作的艰辛。

到达老赵家时，老赵一家人已早早去了

地里。在村里人的带领下，几经周折，在近1

米高的棉花秸秆丛中，记者终于见到了老赵

一家人。

记者注意到，老赵家棉田里的棉花并不像

我们平时想象中的那样柔软、洁白，而是一种

呈淡灰色干硬的“骨”朵。老赵告诉记者，一个

月前才是棉花收获的旺季，现在已是采摘尾

期，也是他们家今年棉田最后的收获。他还告

诉我们，因为天气预报说当天有雨，所以一大

早他们一家人就带着露水到棉田摘棉花。看着

这老赵焦急的神情，记者赶忙加入到他们的

“队伍”，帮助他们摘棉花。

采摘过程中，老赵告诉我们，他们家共有六

亩棉花田，由于今年雨水多、日照不足，棉花收

成略有减产。往年每亩棉田产棉花250公斤左

右，今年每亩产量只有220公斤左右，而且品

质有所下降，价格自然也要受到影响。

老赵一边忙着摘棉花，一边用眼

角的余光检查记者们的采摘质量。

对于被记者“忽略”掉的稍稍发黑的

“脚货”棉花，他又多次回头补摘。老

赵告诉记者，棉花从制钵到移栽、从

施肥到打药、从开花到结果，中间要

经历无数道工序，加上人工工资，成

本极高，一般每亩毛收入在2000元

左右。今年收成不好，他们家每亩棉

花毛收入只有1800元左右，纯收入

更少。直到这时，记者方才明白老赵

为什么对我们的采摘质量把关如此

严苛。

通过此次采访，记者深深体会到

棉农的不易，感受到一个纯粹农民对

于土地的感情！ 云 溪

感受曙光人忙碌
而幸福的生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尘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