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在欢庆牛年，恭贺新春的 2月 16
日（正月初五），汾阳市召开 2021 年“学子归

巢”座谈会，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浙江

大学等学校的 40余名汾阳籍在校的莘莘学子

们欢聚一堂，共话汾阳新征程。

在座谈会上，汾阳市相关负责人详细介

绍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汾阳市现有 43.47
万人，面积 1179 平方公里。汾阳市是经济强

市、历史古城、文化名城、世界著名酒都、医疗

旅游强市。2020 年，汾阳市地区生产总值完

成 175.65 亿元，同比增长 0.5%。汾阳市先后

荣获中国旅游潜力百强县、省级平安县和“汾

州 核 桃 ”山 西 特 色 农 产 品 优 势 区 等 荣 誉 称

号。同时，汾阳市还全力打造以白酒产业为

核心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全产业链， 出了

一条独具汾阳特色的酒文旅融合发展新路

子。40余名汾阳籍在校的莘莘学子们在认真

听取了汾阳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详细

了解了家乡近年来的新变化、发展新目标、干

事创业新环境等情况后，10 余名汾阳籍青年

学子代表分别结合各自专业及在外学习的收

获与感悟，踊跃发言，畅谈了家乡的变化，并

为家乡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近年来，汾阳市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

源”的理念，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大力实施人

才强市战略，全视角引才，全链条育才，全视

角用才，全方位留才。汾阳市主要领导在座

谈会上希望青年学子们要转变思想、心系家

乡，坚持学以致用，踊跃到基层一线去、经历

风雨、增长才干，努力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栋梁

之才；要关注家乡发展，参与家乡建设，共享

家乡繁荣，同时积极宣传汾阳、推介汾阳，让

更多的人走进汾阳，认识汾阳；要把回乡创

业 、建 功 家 乡 作 为 实 现 青 春 梦 想 的 一 个 选

择，以实际行动回报家乡，做美丽汾阳建设

的见证者、奋斗者、贡献者。汾阳市将一如

既往地关心支持汾阳籍在外学子的学习和生

活，继续广泛开展各项人才政策，用更优质

的服务、更有力的政策，吸引更多的汾阳籍

人才返乡就业创业，在汾阳高质量转型发展

的征程中共创机遇、共迎挑战、共建未来，携

手振兴家乡。

座谈会后，与会的莘莘学子们纷纷表示，

家乡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

天更蓝了、水更清了、经济更强了，人民的生

活水平和幸福感、满足感、获得感得到了巨大

提升。家乡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最

温馨的“港湾”。在大学毕业后，我们将积极

的以坚定的信心、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

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全市

人民群众一道，全身心投身于汾阳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为汾阳发展添砖加瓦，

共同绘就美好的蓝图。 （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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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白丹 臧媛慧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过了腊八就是年，家家户户都在为过年

做准备，扫尘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市民更愿意

选择家政人员。来自方山县大武镇来堡村的

李候宝夫妇已从事家政清洁 10年。10年来，

房屋的装修风格在变，清洁的难易程度在变，

使用的工具在变，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的初

心：干净服务，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李候宝今年 52岁，原来一直在老家务农，

但无法维持生计。2011年，在同乡的介绍下，

他和妻子刘聪娥来到离石从事擦玻璃、打扫

家等家政服务。从此，不管刮风下雨，不管路

途遥远，李候宝都会骑着电动车载着妻子出

门，穿梭在市区的大街小巷，按

时上户服务。

1月 30日下午 1点半，刚刚

打扫完上一家，匆匆吃了几口

饭，他们又赶到了市区西崖底

百家苑小区。如往常一样，他

们进屋先观察了一遍客户家中

的玻璃，将可能遇到的困难提前和客户说明，

沟通好后便迅速进入清洁状态。

首先，他们将所有纱窗取下。“清洗纱窗

会把地板弄湿弄脏，您看在哪个卫生间集中

处理呢？”由于客户家有两个卫生间，细心的

刘聪娥问道。将纱窗撤下清洗好后，夫妻二

人相互配合，一起擦起了玻璃。

小小的玻璃器在他们手里变成了魔法

棒，在玻璃上有序地滑动游走，从左往右一气

呵成，自上而下一推到底。“这是按清晰的经

纬线来走刷，这样就能不留死角。这家客户

的玻璃虽然有弧形设计，但弧度大，流线好，

操作顺手着呢。”李候宝一边擦一边介绍道。

待玻璃擦好后，他们拿起抹布将玻璃边缘的

污水抹净，把工具归位，并将地上的污水全部

拖干净。

三个小时后，客户家里的玻璃焕然一新、

一尘不染。“两口子干活麻利又细腻，收费还

不贵。”客户检查了一遍，没发现任何问题，便

爽快地付了款。

“擦玻璃可不简单，以前的房屋玻璃由于

老旧，擦起来困难重重；现在的房屋设计又新

颖时尚，同样有很多不便。这对于我们是一

种学习，也是一种考验。我们不断地吸取经

验教训，争取让每一位客户都称心满意。”李

候宝说。

前几年，还没有玻璃器，擦玻璃不免遇到

太高太远的地方，李候宝都把最危险的地方

留给自己。他给自己身上绑根绳子，探出身

子用长棍上放置的玻璃刮擦着玻璃，妻子负

责拽着绳子。“那时候特别紧张，尤其是清洁

高层窗户，现在安全多了。”直到玻璃器的出

现，刘聪娥悬着的心才放下一些。

除了清洁工具在变，人们的观念也在发

生着巨大的变化。李候宝说：“过去行情好时

也就一个月，一天最多接两单。近几年人们

生活水平越来越好，认可把家里交给我们家

政人员来打理。鼠年这一年，我们俩从 12 月

开始到现在，一家接着一家，早起晚归，忙得

都没时间休息。虽然累，但是心里高兴！”还

不到一个月，他们就赚了一万多元。

相互依靠，相互配合。夫妻俩在这 10 年

家政生涯里，凭借过硬的专业素质和信得过

的人品博得了客户的赞誉，也结识了不少老

客户。“我们和顾客现在处得就像朋友一样，

每年一到这会儿不见还很想念，每年都指定

要我们上门服务，有很多还特别热情地给我

们介绍新客户。”

在家政服务中，也不免会遇到挑剔的顾

客，他们都会耐心接受，想尽办法一遍又一遍

地清洁，直到顾客满意为止。“挣着这份钱，就

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们做这行，做的

就是口碑，口口相传，才会有源源不断的顾

客。”

用几个小时的劳累换来玻璃的一尘不染

和客户的点头称赞，他们心中满是成就感。谈

起今后的计划，李候宝说：“我们想参加家政公

司的专业培训，掌握更多的家政技能，更好地

为顾客服务，让我们的业绩也牛气冲天！”

最是“干净”润初心
——记方山县来堡村家政保洁夫妻档

本报讯 （记者 冯海砚 陈亚宾 张
健） 新年伊始，孝柳铁路公司全力以赴

闯市场、抓营销，提效率、促增量，盯现

场、保安全，确保了新年首月运输任务高

产高效，努力实现货运增量高标起步。1
月份,该公司日均装车完成 755 车，同比

增加 48 车，货物发送量完成 153.02 万

吨，同比增加 12.8万吨，打出了增量特色

和成效，发运实现新年首月开门红。

该公司主要领导带队拜访华晋、汇

丰、大土河、中钢等各大发运企业，积极

对接年度运输计划，达成协议运量 1610
万吨，稳定了全年发运的“基本盘”。严

格执行“排队装车”政策，根据客户 2020
年度运量完成情况，精心测算系数，按照

“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排定顺位，结合

管内入空实际，引导客户有序上报计划、

组织各站稳定发运，全力确保运输组织

均衡有序。

各级营销货运人员精准掌握市场变

化情况，每日与各大客户进行信息对接，

动态掌握企业生产、设备、库存、发运等

情况，研判分析企业后续潜能，积极采取

驻厂对接、专人包保等措施，逐日核对站

台存货，逐站确定发运计划，逐户排定装

车方案，确保每日运输任务按标兑现。

针对管内入空阶段性不足、运能运

力相对紧张的实际情况，深入开展挖潜

提效，结合生产实际，明确各站空车送

达、装车作业、重车上线等各环节作业时

间，细化完善协调配合、货源上站、调车

作业、装车盯控等各项办法，创造性采取

单机牵引大列下山、检修人员添乘盯控、

非货运站调整站顺配送车列等有效措

施，确保王家会、离石、穆村等主要货运

站实现“空车快进快装、重车快出快交”，

运输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孝柳铁路公司发运
实现首月开门红

为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今年春节期间，市区

相关部门在主要街道及广场公园等大型场所内悬挂大

红灯笼及各式 LED 灯具迎春接福，大红的灯笼高高挂

起，给城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也向市民们表达着新春

美好的祝福。 记者 郭炳中 摄

年货年货··年味年味
工人们正在安装灯笼工人们正在安装灯笼

市民们骑车从充满喜庆祥和的东川河大桥上通过市民们骑车从充满喜庆祥和的东川河大桥上通过

都说“靠山吃山”是山民

们 的“ 活 法 ”，和 大 山 打 了 半

辈 子 交 道 的 陈 月 明 ，却 因 为

一种被当地人称作“仙草”的

药材改变了“吃法”。

陈月明家住江西省铜鼓

县 三 都 镇 理 溪 村 ，一 座 座 丹

霞 地 貌 大 石 山 高 耸 入 云 ，经

年 累 月 风 雨 冲 刷 ，将 岩 壁 打

磨得泛红。理溪村 3000 余亩

山 地 ，半 数 以 上 是 草 树 不 长

的峭壁。

“ 别 看 这 峭 壁 光 溜 溜 ，

上 面 可 长 着‘ 仙 草 ’。”陈 月

明 说 的“ 仙 草 ”就 是 铁 皮 石

斛 ，其 药 用 价 值 高 ，受 市 场

追 捧 。

今 年 57 岁 的 陈 月 明 ，瘦

小精干、古铜肤色，20 岁出头

便 开 始 上 山 采 药 ，过 去 采 集

的 野 生 铁 皮 石 斛 从 每 公 斤

3000 元涨至每公斤 5000 元。

但采集铁皮石斛异常艰

辛 ，村 民 们 腰 绑 绳 索 从 山 顶

溜下，在岩壁上吃力攀爬、寻

找 ，时 常 会 遇 见 洞 穴 里 的 老

鹰 、胡 蜂 。 理 溪 村 作 为 深 度

贫 困 村 ，2016 年 贫 困 发 生 率

达到 12.6%。为了谋生活，村

民们只能咬牙坚持上山采铁

皮石斛。

5 年前，正当野生铁皮石

斛 收 购 价 格 居 高 不 下 时 ，理

溪村村民被迫“刹车”了——

经过 20 余年野生铁皮石斛已

被采摘殆尽。

“最难的时候，我背了 60
多斤的绳子，走了一天，爬了

五 六 座 山 ，一 株 都 没 采 到 。”

陈 月 明 说 ，那 时 村 里 人 都 觉

得没了铁皮石斛的石头山真

没出息。

但陈月明不信邪，他熟悉铁皮石斛的生长环境，

在镇村干部们的帮扶下，开始尝试在峭壁上种植。

陈月明和 4 位村民投资 60 余万元，成立“理溪村铁

皮石斛种植合作社”，将一根根石斛茎背在背篓里，

下到岩壁上，用铁锥在岩壁上凿洞“栽种”。

靠这种“笨办法”一个人花 20 天时间才能种上

一亩，每一亩要种 7 万多株。但 3 年后收到了成效，

峭壁亩产最高可达 200 公斤，合作社仅靠卖铁皮石

斛鲜条每亩一年就能赚 2 万多元，真正实现了“峭壁

造药田，亩产 2 万元”。

此后，村里 20 余户村民陆续加入合作社，先后

种植了 120 多亩。理溪村党支部书记钟小强估算，

目前合作社产业价值约达千万，全村 27 户贫困户 88
人已于 2019 年全部脱贫。

村民不再穷守石头山，而是藏富于山。陈月明

说 ，大 山 的 馈 赠 既 能 用 完 ，也 用 不 完 ，关 键 看 怎 么

用 。 他 们 要 做 的 就 是 给 大 山“ 还 债 ”，合 作 社 计 划

今年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200 亩。

如今，铜鼓县为鼓励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出台

奖补政策，多年生药材每亩可补助 1000 元。在陈月

明的带领下合作社注册成立自己的品牌商标，开发

加工产品，试水直播带货。临近春节，合作社内其

乐融融，陈月明和村民们忙着拣选货品、包装贴标，

将石斛花、石斛片、石斛粉等产品销售发货。

开春后，曾经光秃秃的石头山，将开满金灿灿的

石斛花，不变的是大山，变的是村民们越来越好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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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方山县煦泰热力有限公司为减少人员流

动，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响应国家号召，通过发放补助和

福利的形式，鼓励员工选择留岗过年，让外地员工就地过

年过出暖心年味。 肖继旺 摄

两名就地过年的工人正在装扮自己的宿舍。

为就地过年的员工发放过节挂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