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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程雪报道 父亲的勋章
被珍藏在一个红色丝绒的盒子里，
岁月的流逝在盒子的边角留下痕
迹，“躺”在其中的勋章却依旧闪
光，“劳动模范”四个方方正正的金
字镶嵌在红底上，似乎诉说着父辈
用汗水和青春为祖国发展奉献自
我的故事。

潘忠妹的父亲是湖州市劳
模。2017年，始终按照父亲教导做
人做事的潘忠妹，在乡镇教育园地
耕耘了30余载，被评为湖州市吴
兴区劳模。从小受父亲耳濡目染
的她，没想到有一天也能获得一份
记载着自己敬业奉献的荣誉。

和幼教的不解之缘

荣誉的背后故事还要从潘忠
妹职业生涯的开端说起。

1988年夏天，一个刚满19岁、
爱唱歌爱跳舞的潘忠妹从湖州师
范毕业，来到太湖小学任教。

一个学期后，刚刚站稳讲台的
她兼任了小学附属幼教辅导员。

“原来的幼教辅导员退休了，幼儿
教育也是重要一环，学校就考虑让
年轻人试试。”还有一层原因——
像她那样能歌善舞的老师最招小
朋友喜欢。当时，她还不知晓，她
将为幼教事业奋斗大半生。

和所有职场新手一样，潘忠妹
也碰到过很多困难——村教学点
分布散、规模小、条件简陋、管理难
度大；幼儿教师素质良莠不齐，业
务提升不快；农村家长观念落后，
家长工作难做……年轻的潘忠妹
有点想退缩了。

每当这个时候，她总会想起父

亲的谆谆教诲——责任重于泰
山。儿时的往事历历在目，村里筑
路修渠，父亲起早贪黑，总要比别
人干得多些；村里分田分地，他宁
肯自己吃亏，也不与人计较……因
为这份责任心，父亲把村里各项事
务管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村民信赖
和尊重。

“父亲的精神总能给予我克服
困难的力量。”潘忠妹沉下心来投
入幼教工作。每个星期，她都会组
织幼儿教师培训学习，从普通话、
弹琴、唱歌等基本功，到教育理论、
专业知识。她努力走进孩子的世
界，用爱心、耐心了解不同孩子的
性格、心理、习惯，和老师们一起研
究教学方法。

从小学教师、幼教辅导员、教导
主任，再到副校长，潘忠妹一步一个
脚印地在教育事业的蓝图中行进
着。从“青涩”到“成熟”，她用了17
年。

园长当起“老娘舅”

2005年，潘忠妹通过公开招
考，来到吴兴区织里镇担任学前教
育管理中心主任，兼任织里镇中心
幼儿园园长，负责全镇学前教育管
理工作。

织里镇是有名的童装小镇，童
装企业多，外来务工人员多，职工
子女也多。然而，当时的织里镇幼
儿园多而杂、办园层次不一、管理
难度大，尤其是私立幼儿园的资质
良莠不齐。“有人租下两间房，搬进

几套桌椅，便开始招生了。”在教育
局和镇政府的领导下，潘忠妹走遍
了全镇大大小小四十多个园所，发
现很多幼儿园条件不达标，全镇幼
教事业发展任重而道远。

为了理顺管理体制，整治非法
幼儿园，潘忠妹和教育科领导一家
家上门排查并给出整改意见，“这
可不容易啊，安全隐患要整改，硬
件设施要提升，都要花钱，当时收
费又低，有的人开始根本不理解。”
不停调解沟通，俨然一名“老娘
舅”。

当时有一位年轻教师在自己
家里办了个班，招收本村的幼儿就
读。潘忠妹上门谈了好几次，希望
把她纳入中心园统一管理。一次
次沟通，加上设施置换补助，这位
教师终于加盟了公办园的教师团
队，如今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副园
长。

经过不懈努力，织里镇所有民
办幼儿园都完成整改并升等，取消
了校车接送，实现就近入园；全镇
范围内小而散的三十多个村教学
点，也根据实际进行分类管理，逐
步撤并，保留了标准化村教学点。

不断超越上台阶

2015年，在织里镇政府的全力
支持下，耗资2000多万的新校园
落地。潘忠妹时刻牵挂着新园建
设，从基础建设到装修设计、施工，
看图纸、跑工地、讨论方案，早出晚
归。她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早日改

善幼儿园的园所环境，让更多的孩
子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学前教育。

新园搬迁后，潘忠妹对“争创
省一级幼儿园”的愿望越来越迫
切，“这么多年来，偌大的织里镇上
都没有一所一级幼儿园，各级领导
都对我们寄予了厚望。”

为了完成这个愿望，潘忠妹着
力师资培养。不仅她自己通过函
授完成学历提升，还每年都请来专
家名师来园指导培训，自己也经常
到班级听课，跟老师们一起做教
研。在她的引领下，一批有经验、
有责任心的教师迅速成长起来。

“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以玩启智，以
美悦心’，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
环境中健康成长。”她总是强调，要
保持空杯心态，善于学习，做专业
的幼儿教师，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
重要角色。

如今，该幼儿园已经有3个园
区，854名幼儿，128名教职工，于
2017年被评为浙江省一级幼儿园，
还成为了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省级“安吉游戏”实践园。

2018年，规模日益变大的织
里镇中心幼儿园经过机构调整，
一分为三，潘忠妹担任其中一间
幼儿园——织里镇晟舍幼儿园的
园长。

现在，年过半百的潘忠妹仍然
奋斗在幼教事业的一线，听课、教
研，和孩子们打交道已经成为她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她说，“做教师
让我成为最好的自己！”

通讯员米兰、刘金鑫、陈
佳颖报道 宁波水务环境集
团江北供水分公司共有 10
多位水表抄表员，他们服务
着全区近20万用户，无论寒
冬酷暑，他们每天游走在城
市的街道、小区，穿梭在乡村
小道、巷子，俯身、下蹲、跪
趴，不辞辛劳地记录居民的
用水数据。

曾小云是江北供水分公
司一名抄表员，今年40多岁
的她做抄表员已经 5 年多
了，主要负责江北庄桥、甬江
等地，辖区内共有22个小区
和村落，需要抄读5000多个
水表并核对1万多个远传水
表的数据。“我的工作就是简
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
情认真做。”这是曾小云经常
挂在嘴边的话。她负责的辖
区内以老旧小区为主，除了
楼道间水表，还有大量地面
水表，工作环境十分复杂。
笔者见到曾小云时，她黝黑
的脸上挂着汗珠，正急匆匆
地赶往下一户居民家抄表。

上午 7 点多，笔者跟随
曾小云来到了甬江夏家村进
行抄表，由于是农村，很多居
民水表都在角落，很不容易
被发现，但曾小云却非常熟
练地找到水表位置。长年累
月的工作，她的脑海里已经
形成了一个“水表地图”，哪
个水表在哪个点位，她都已
经烂熟于心。当有些水表深
藏在井盖下时，曾小云还拿
出撬杆，将10多斤重的厚石
板盖撬起，才能看清楚水表
上的数据，然后将数据仔细

地输入到手机里。“夏天天
热，我一般是凌晨 4 点多就
出门抄表了，一直要抄到上
午 10点多。”曾小云说，“抄
表工作看起来简单，但每天
要走近 3 万步，弯腰上 百
次。”

干一行爱一行，再苦再
累也坚持。曾小云负责的
片区老人比较多，一些老年
人常常起早出门，有时又无
法电话联系，所以她要提前
告知，可即使是这样，还是
避免不了一户人家登门四
五次的情况。有一次，她为
了抄到一位大爷家的水表
读数，一天内找了多次，最
后还是晚上 9 点多特地登
门才抄到读数。

还有一次，曾小云到一
家单位抄水表，发现其当月
的用水量远远超过前几个月
的平均用水量。职业的敏感
使她意识到这家单位可能有
漏水情况，她随即找到单位
工作人员，建议他们赶紧查
找漏水原因，及时挽回了用
户损失。“我们作为抄表员，
是要对客户负责的，工作也
要对得起良心。”曾小云说。

对于这份工作，辛苦是
辛苦，但也充实。“我以前很
内向，自从干了这份工作，我
就渐渐变得健谈，和居民们
都打成了一片。”曾小云说
道。正因为这份敬业心和责
任心，工作期间，她的抄表读
数十分准确，还被公司评为
了优秀员工。曾小云笑言，
只要用户满意了，他们再辛
苦，收获的也都是快乐。

见习记者李国峰报道 “老
方，‘舟渡17’轮右发电机一直跳
闸，你有空么，能过来看看么。”

“我闲得很，5分钟后就过来。”这
样的对话经常发生，虽然“闲得
很”成为了方威力的口头禅，但实
际上，这位“闲人”师傅却一点也
不闲。

这位闲里透忙的老方就是舟
山海峡轮渡集团有限公司“舟渡
19”轮的轮机长方威力。从平凡
的一线走来却创造了不凡的价
值，在工作的22年里，他从一名普
通的船舶机电工成长为“浙江省
技术能手”。

精益求精，勤做技术的“闲人”

因为对机械维修有着浓厚的
兴趣，方威力走上了机电维修这
条道路，虽然没有接受系统学习，
但是在方威力看来，只要有股钻
研的劲儿，同样能干出精彩。不
久后，方威力便在“舟渡19”轮遇
到了第一次挑战。

由于轮船每日停靠码头的次
数较多，“舟渡19”轮正倒车及调
速的遥控系统经常出现故障。据
方威力透露，遥控系统涉及到很
多模块，特别是主机遥控系统模
块，它是控制主机速度、船体位移
的重要模块。“找到问题点容易，
但是主机遥控系统模块的维修却
不那么容易，由于船舶较老，找到
说明书非常困难，很多时候都需

要自己不断地试验、摸索。”方威
力说。

当晚，执着的他扑入船体，默
默琢磨，改制气动元件。经过连
续20多个小时的技术补救，终在
凌晨修复了遥控系统。

“舟渡15”轮岸电箱内气部件
经常发热，他接到电话后立即赶
去解决绝缘板中间炭化问题；“舟
渡17”轮右发电机频繁出现跳闸
情况，他第一时间去改进电子调
速器……这些年他为公司抢修设
施设备多达上百件，每年挽回经
济损失3万元。

虽然成为了轮机长，但是闲
不住的方威力并没有因此停下钻
研的步伐。“一条船上有成百上千
的配件，特别是一些气动元件设
备，会出现各种疑难杂症，如果不
去钻研这些问题，那在这条路上
我们就没有进步空间了。”方威力
说。如今的方威力仍冲锋在修船
一线。

传道授业，乐助他人的“闲人”

“我收徒弟，要对脾气、肯吃
苦。”方威力在收徒前曾对现在的
徒弟何佳臻说。虽然严厉，但是
在传道授业这条路上，方威力有
自己的法子。空闲时，经常会让
何佳臻反复地拆解、装配器件，尽
管看起来枯燥，但却不失为一个
好办法。细心的方威力也会发挥
出徒弟的优点。当发现何佳臻对

电器维修的兴趣较浓厚时，他会
有意识地安排何佳臻独立完成一
些电器维修任务。

闲不住的方威力不仅收了何
佳臻这一个徒弟，据何佳臻透露，
他还建起了一个专业技能工作
群，里面既是船舶维修的同行，也
是他的“徒弟”。“发电机出现游车
（转速不稳），更换了控制器，检查
了喷油定时都没能解决问题。”舟
山市海晶海运有限责任公司的陈
永松在群里开始了求助。“这个问
题可能是由柴油管路不畅造成，
试着检查一下柴油管路。”热心的
方威力在群里回复。

“谈不上帮助，只是遇到疑难
杂症大家一起探讨，刚好我把知
道的东西都说出来而已。”方威力
谦虚地说。目前，群内“学员”已
发展到了数十名，方威力一边转
发船舶行业的最新动态和机电一
体化信息，另一边还义务提供轮
机技术难题解答。

投身公益，甘为群众的“闲人”

“阿伯，我是家电维修的义工
小方，您上次的电饭煲我给您修
好送来了，我给您先试试看。”一
到下班时间，老方就会换上红马
甲变身“小方”，来到海岛居民的
家中。在解决了公司维修技术难
题的同时，这位“小方师傅”也甘
当群众维修电器的“保姆”，用自
己的所长为群众服务。

“城区生活的人电器更新得
比较快，换下的电器有些虽然还
能用，在工作中我收到了许多城
区群众换下的仍能使用的旧家
电，而我又是搞船舶维修的，维修
家电对我来说相对容易一些，因
而我就想着在空闲之余为大家提
供点帮助。”方威力告诉记者。

累计上门维修电器数以千
件，每年平均志愿时长超过90小
时，如今的方威力还加入了夏志
祥电器维修公益服务团队和舟山

市红十字会爱心敬老志愿服务
队，“这两支队伍在舟山当地的名
气蛮大的，这样我就可以帮助更
多的海岛居民。”

“师父，您现在这么忙为啥还
去揽这么多活过来。”何佳臻有时
会不理解方威力的做法，但是方威
力总是笑着说道：“用自己的技术
帮助他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如今的方威力虽然越来越
忙，但是他却更习惯别人叫他“闲
人”师傅。

记者金钧胤报道 “不
同的批号不能放在一起，至
少要相隔一点间距，药品安
全无小事，以后一定要注
意！”对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质量管理部部长洪月
琴来说，医者之事，是性命所
系，生死相托之事，容不得半
点马虎。

在洪月琴看来，工作之
余嬉笑打闹可以，可一旦牵
涉到了工作便丝毫马虎不
得，她说，“药房，是百姓的

‘居家医生’，略有小恙时百
姓也都会选择去药房寻医问
诊。我们这里质量疏忽一
点，百姓的生命健康可能就
会被侵害很多。”正是洪月琴
的这份执着，让她从一线门
店营业员，成长为“火眼辨
药”的中药调剂小能手。

去年，洪月琴凭借着药
品质量管控扎实的功底，在
浙江省医药行业特有职业技
能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被
授予“浙江省技术能手”“浙
江金蓝领”等称号。

找准人生方向

洪月琴也曾对自己的工
作产生过迷茫。那时，还刚
刚走出学校没多久的洪月琴
收到了大学闺蜜“一起去开
网店”的邀请，这让她对自己
的门店营业员工作产生了动
摇。

“小洪，最近你是不是有
什么心事？”店长黄杏梅一眼
就看穿了小洪的心思。洪月
琴面对自己的老师，把自己
的困惑说了出来。

“隔壁小区居民来这里
问诊，你给他们细心指导，他
们回报你和煦微笑，你心里
是不是很温暖；之前有客人
一直用很贵的药，你告知他
有效果相同的廉价替代品，
他后来特地跑来感谢你，你
心里是不是有种被治愈的感
觉。”黄杏梅说，“药店的工作
虽然单调，但是你却能感受到
人心之间的温暖，你还年轻，
在这条路上甚至都没开始迈
步，怎么就能轻言放弃。”

老师的一番话拨云见
日，洪月琴婉拒了自己的大
学闺蜜，在潜心研究药品的
同时跟随老师学习中药知
识。在不断学习中，洪月琴

也渐渐摸索出了自己未来的
方向，“如果没有黄老师就没
有现在的我。我真的很幸
运，能在自己最迷茫的时候
遇到亦师亦友的黄老师。”

挑战自我

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
多去接触行业里比自己了不
起的人，自己才会变得更优
秀，在洪月琴看来，如果一直
拘泥于自己的工作，不从其
他行业精英上查找自己的不
足，那就是在坐井观天。所
以工作之余，她习惯于参加
各种比赛，挑战各路高手，提
高药品质量线，保障百姓生
命线。

“正品西红花，浸水后，
应该是橙黄色直线下降，并
逐渐扩散，水被染成黄色。
此花浸水后直接扩散为黄
色，没有直线下降，判定为伪
品西红花。”操作、观察、记
录，比赛中的洪月琴全神贯
注，雷厉风行。

熬夜看书学习中药理论
知识，研究中药检验过程中
的细微差别是洪月琴给自己
的每日必修课。“比赛，是一
场全真模拟，在比赛中你可
以失误，可是在工作中面对
百姓的生命安全，你可以失
误吗？”洪月琴总这样鞭策自
己。

坚守初心

“洪部长一来检查，我们
是又高兴又害怕。”华通医药
经纬药店店长张玲燕说，高
兴的是老朋友又可以见面叙
旧，害怕的是即使是老朋友，
药品安全工作稍有疏忽，也
免不了被洪月琴严厉批评。

“每到一家门店我都会
检查经营药品流程是否符
合GSP要求，门店的各项记
录我也会一一仔细检查。”
洪月琴说，这不仅仅是她对
门店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
要求。从门店营业员到药
店组长，再到华通医药总部
成为质管部的工作人员，直
到现在担任华通医药质管
部负责人。工作岗位一直
在变，工作职责一直在变，
但洪月琴心中对药品质量
的坚守、对百姓生命健康负
责的心却从未动摇过。

从教30余载，她始终牢记劳模父亲的教诲……

通过言传身教
成就自我的“潘老师”

忙碌的“闲人”师傅
醉心技术创造不凡价值

水表抄表员的日常：

每天要走3万步
弯腰上百次

“火眼辨药”能手

守住百姓生命线

潘忠妹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方威力正在检修电气控制箱。

站好
最后一班岗

11月23日，金华市婺城区
莘畈乡巷子里，60岁的国网金
华婺城供电分公司电力职工黄
樟生带领青年职工继续巡查电
力线路。这天是黄师傅的退休
日，他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

据了解，黄樟生多年来一
直扎根在婺城区偏远山区莘畈

乡电力一线，用心守护着3500
多户家庭的光明。村民们每每
发生表计故障等运维抢修，黄
师傅总是随叫随到，第一时间
赶到用户家中进行检修，从无
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是山区村
民称职的“电管家”。

通讯员胡肖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