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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壬寅年四月初二

从黄土地上的村支书，到泱泱大国的领
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保持劳动者本色，
始终保持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

总书记同劳动者之间一个个感人故事，
书写着“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的新时代篇章。

“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
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

2019年盛夏时节，甘肃古浪县八步沙林
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治沙人”。

看到林场职工在进行“草方格压沙”作
业，专程前来这里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拿起
一把开沟犁，参与到治沙劳动中。不一会儿，
就在沙地上开出一道两米多长的直沟。

挥犁的动作一气呵成，林场职工们说，
一看就知道总书记是“老把式”。

岁月悠悠，本色不改。
1969年 1月，不满 16岁的习近平来到地

处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
队插队。

种地、拉煤、打坝、挑粪……在梁家河，
习近平真诚地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地接
受艰苦生活的磨炼，成长为种地的好把式。

回忆那段岁月，习近平说：“我对自己的
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

斗转星移，两张照片定格历史。
一张是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首都

义务植树。照片中，总书记扛着铁锹，大步走
向植树地点；一张是 1989 年，时任宁德地委
书记的习近平带领地直机关干部参加义务
劳动。镜头里，他肩扛锄头，意气风发走在田
埂上。

相隔的是 30年光阴，不变的是劳动者的
情怀。

农民工范勇在河南老家珍藏着一个书
包。女儿范婧婧常常把它拿出来看看，再小
心翼翼地放回柜子里。

“舍不得用，那是习爷爷送给她的。”范
勇说。

2013年农历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中铁十四局北京地铁 8 号线施工工地，看
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在钢筋工范
勇工地上的临时小家里，总书记关切地询
问：“来这多久了？”“工作稳定吗？”“收入怎
么样？”“家里生活条件怎么样？”

得知范勇的妻子和女儿来了北京，总书
记特意叮嘱范勇一家人：“来一趟不容易，看

看北京的景点，好好团聚一下。”
看到范勇 6 岁的女儿，总书记送给她一

个粉色的书包，还俯下身子，掬着她的脸颊，
大朋友小朋友相视而笑……

书包虽小，承载的却是总书记同劳动者
心贴心、实打实的深情厚谊。

在多个场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

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
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亿万劳动群
众是主体力量。”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
业都很光荣。”

……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一面五星

红旗在 100多位普通中国人手中传递。“快递
小哥”刘阔就是其中一个。

三年前的春节前夕，北京前门石头胡同
快递站点，刘阔和同事们遇到了前来看望他
们的习近平总书记。

听说大家年三十才能回家，总书记说，
“快递小哥”工作很辛苦，起早贪黑、风雨无
阻，越是节假日越忙碌，像勤劳的小蜜蜂，是

最辛勤的劳动者，为大家生活带来了便利。
这些感人的细节，镌刻在无数人的记忆

深处——
2020 年 4 月 30 日，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刻，总书记给郑州圆方集团全体职工回信，
称赞从一线医务人员到各个方面参与防控
的人员，从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到生产防疫
物资的工人，千千万万劳动群众在各自岗位
上埋头苦干、默默奉献，汇聚起了战胜疫情
的强大力量。

2021年初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上，当坐在轮椅上的夏森——一位将省吃
俭用攒下的 200多万元悉数捐赠给贫困地区
的老人，颤巍巍想站起身来领取表彰证书的
时候，总书记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弯下腰
把证书双手颁给了她。

“不断提升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社会都应该尊
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让诚实劳动、勤
勉工作蔚然成风”“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
货车司机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

朴素的话语，道出习近平总书记真挚的
情怀。饱含的深情，让广大劳动者倍感温暖
与振奋。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关心关怀劳动者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王炜艺）记者从市海洋与渔
业局获悉，截至 5月 1日 12时，全市 3244艘应休
渔船已全部回港休渔。2022 年我市海域（北纬
26 度 30 分以南）海洋伏季休渔时间为 5 月 1 日
12时至 8月 16日 12时，共计 3个半月。

为确保海洋伏季休渔制度顺利实施，市海
洋与渔业局成立伏休监管工作组，从 4 月 25 日
开始，派出 4个挂钩指导组，赴各县（区）重点渔
村、重点渔港指导全市伏休监督管理工作，并派
出 1个海上执法巡查组，按照“全覆盖、零容忍、
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进一步强化执法检查，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我市渔港渔
船渔民安全和海洋伏季休渔秩序稳定，推进我
市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

漳州海域全面进入
伏季休渔期

3244艘应休渔船全部回港休渔

本报讯（记者 刘铭明 通讯员 卢达元）
4 月 29日，在市人大常委会大力支持下，首批漳
州市人大代表评理调解员聘任仪式暨经验交流
座谈会在市信访局“人大代表评理调解室”举
行，现场为受聘的 10名人大代表颁发了聘书。

市信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深化拓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符合时代特征、适应群众
需求的矛盾调解方法，日前市信访局在全省设
区市信访局首创“人大代表调解室”，充分发挥
人大代表社会公益效能，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推动人大代表志愿参与信访矛盾化解工
作，依法、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据悉，首批聘任的 10名人大代表来自各行
各业，在工作经验、阅历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优
势，能为多元调解工作提供不一样的思路与见
解，对推动漳州信访矛盾纠纷多元调解工作具
有积极作用。

首聘的人大代表纷纷表示，将发挥大义、大
爱，理清道德观、诚信观，以“公平合理、事要解
决、群众满意”为目标，用心用情用力化解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为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贡献力量。

漳州在全省首创
“人大代表调解室”

首批10名调解员上岗

▲ 5 月 1 日，在漳州核电项目建设现场，2000 多名工人
和项目管理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张 倩 摄影报道

坚守岗位过“五一”

▲

5月 1日上午，在市区新华北路，漳州环境集团员工
清理小区垃圾。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影报道

张色香有个听起来让人格外羡慕的工
作——“逛街”。

东起丹霞路、西至元光南路、南巡江滨
路、北达水仙大街，1.2 平方公里内的大街
小巷，就是她每日“逛”的区域。

拿起手机、披上遮阳衫，不到 7 点，张
色香就出门了。穿过热闹的街巷，小长假首
日喧闹的车流、熙攘的人群都没能吸引张
色香的注意，她的目光始终锁定在沿街路
面——特别是不为人注意的犄角旮旯。

“元光南路与水仙大街交叉路口、兴业
银行西北侧 15米处，路面交通减速带明显
变形并翘起，影响往来车辆通行。”

“建元路 60-18 号同益广场北侧 3 米
处出现违规晾晒，影响市容环境，请及时
处理。”

……
张色香在手机“城管通”界面上快速

记录着发现的问题。一张张相册里的城市
图片、一条条被智慧城管大数据中心核查
处置的问题反馈，是她一天“逛”出的“战
利品”。

“刚才提交的那件沿街护栏破损问题
已经办结，从发现到处置仅用了 17分钟。”
她开心地告诉记者，这是她今天提交问题
中办结用时最短的一件，“又提速了，真
好。”张色香说着，抹了把脸上的汗水，被汗
水浸湿的刘海依旧紧贴在她额前。

1.2平方公里的网格区域，张色香一天
能巡上 4 遍，这也让她始终高居微信朋友
圈步数榜首。“这是一个相对‘费腿’的工
作。”她笑着说，看着这座城市越变越好，她
越“逛”越有成就感。

⊙本报记者 蔡柳楠 文/图

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员 张色香：

小长假，“逛街”“找茬”

“五一”小长假，在顺丰漳州蓝田中
转场的重货处理区，一批快递刚刚转移
至此，运作员黄永聪穿上防护服，背着
50 多斤的消杀桶，对快递进行消杀。“卸
车时，这些快递已经消杀过一遍，在这里
还会进行二次消杀，确保每一件快递都
消杀到位。”黄永聪说。

消杀完毕，黄永聪脱下防护服，又马
不停蹄地投入到分拣工作中。

一些快递无法通过自动分拣线上的
雾化消杀通道，便会转移到重货处理区
进行手工消杀、分拣。分拣的速度越快，
快递中转效率就越高。黄永聪仅用两三
秒的时间，就能完成扫描并根据识别码
确定快递的卡位。重货处理区有 60 多个
映射码，这些映射码在四条分拣线上分
布的位置，黄永聪记得清清楚楚。

在重货处理区，分拣错误会造成快
递被多次搬运，这样不仅影响效率，还
可能导致快递外包装、内部物品受损。

“黄永聪的分拣非常精准，他每天分拣
1000 多件快递，一次差错都没有出现
过。”顺丰漳州蓝田中转场的负责人庄
滨强说，黄永聪有责任心、吃苦耐劳，能
完成好消杀、分拣和搬运等工作，保障快
递中转效率。

⊙本报记者 庄朝惠
通 讯 员 陈宝娟 文/图

顺丰蓝田中转场运作员 黄永聪：

两三秒，精准分拣

“请保持一米间隔距离，有序排
队进站。”下午 4 点 30 分，在漳州火
车站 2 号检票口，漳州站客运值班员
赵丝莹穿着一身蓝色制服，戴着口
罩 、手套，在检票闸机前仔细核对信
息，引导旅客进站。

短短几分钟后，旅客进站完毕。
赵丝莹马不停蹄取出喷壶和抹布，仔
细擦拭闸机面板及扶手，不放过任何
角落。

在她进行消杀工作期间，不断有
旅客前来问询。“您坐的车还未开始检
票，可先到旁边等待，注意戴好口罩，
隔位就坐。”“您已购买换乘车票，请按
照标识去往换乘检票口，并出示八闽
健康码，测温后进站候车。”……对于
旅客的提问，赵丝莹都耐心解答，她
说，这是每天工作的重要部分。

每个值班日的早上 6 点，赵丝莹
和同事们就开始一天的工作。在第一
批旅客到来前，他们要完成公共通道、
候车厅及站台股道的巡视。列车到站
时，要及时与列车长做好交接，保障每
一位旅客安全乘降。他们要一直忙碌
到深夜 11 点，直到送走最后一批旅
客。这样的工作重复琐碎却马虎不得。

“今年的‘五一’又是一次考验。”
赵丝莹说，作为铁路人，她与同事会做
好疫情防控，勇担职责，为旅客筑牢安
全屏障，同时，细化服务，确保旅客乘
车安全舒适。

⊙本报记者 李 伟
见习记者 林昕蓉 文/图

漳州站客运值班员 赵丝莹：

护旅客，细心耐心

“老板，这个物品要挪回店里，不能挡
住过道哦，谢谢您的配合。”记者见到谢燕
红时，她正在分管的网格区域巡街。

“走一天”是谢燕红的工作常态，上午
巡街三个小时，下午“扫楼”三个多小时，
她说，一天走下来步数有两万多步。

巡街路上，谢燕红几近“吹毛求疵”。
看到商家占道经营，她上前劝导；看到地
面有小垃圾，她弯腰捡起放进随身携带的
塑料袋里；看到电动车停放在线外，她上
前挪好，有的电动车还锁着车头锁，只能
用抬的……谢燕红的双手手掌上长满厚
厚的老茧，手指关节还有好几个水泡，她
却说：“看到社区环境整洁了、车辆停放有
序了，内心很有成就感。”

巡街考验的不仅是体力，还有“打交
道”的能力，“耐心”“温柔”是谢燕红的“技
巧”，这让商家们都乐于配合她的工作。

“她语气很温柔，还帮我搬东西。”贴心花
坊的老板何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曾因东西
放过道的问题与社区起过争执，但经过谢
燕红的耐心劝说，现在她特别配合社区的
工作。

在毅阳社区辖区环境卫生治理工作
中，谢燕红和同事们“拧成一股绳”，在创
城路上步履不停。

⊙本报记者 庄朝惠 文/图

蓝田街道毅阳社区“两委”谢燕红：

创城中，步履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