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淮海工业集团装配608班组，
映入眼帘的是一群身着红色“战袍”的

“娘子军”。她们当中，有人细致入微，
有人善于沟通，有人吃苦耐劳。正是因
为不同的特质，她们成为团队里与众不
同、不可或缺的角色。

质量担当：兰兰

在班组里，兰兰的细致是出了名
的。作为仪器舱装配区域的主管，她的
工作好比人体的“头脑中心”，十分重
要。所以，兰兰在工作时，总是时时操
心、处处小心，打起十二分精神处理生
产当中的每一个细节。

装配前，兰兰会先检查元器件，看
是否符合生产需求；装配后，她又会进
行测试，确保不让一个不合格产品流转
到下一道工序。兰兰常说：“对工作负
责，对质量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这

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每一个像兰兰一
样耐心、细心、负责的一线工作者用心
守护的准则。

产量担当：朱惠娟

说起朱惠娟，大家对她的第一印象
就是吃苦耐劳。朱惠娟负责的塑封工
作，不仅数量、品类多，而且工作时间不
固定，但朱惠娟从不抱怨，总是尽职尽
责。由于长时间和模具打交道，朱惠娟
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规律，她提出改善模
具的“金点子”让生产效率实现了翻
番。踏实肯干加之勤于思考，大家总
说：“有朱惠娟在，不用担心产量。”

“经营”担当：祝苗苗

祝苗苗话多又机灵，有她在的地
方，总少不了欢声笑语。不仅如此，祝

苗苗还是成本管控的一把好手，尤其是
在成本中心向利润中心的转变下，她更
是发挥出了“当家人”的作用。

每次生产前，祝苗苗都会精心准
备、进行配盘，根据每天的生产需求，
领取、发放零件，从根源上严控班组
的成本。这样既有效实现了对废品
率的严格把控，也让产品质量更加符
合要求。

人气担当：王燕

王燕是608班组的返聘成员。为
什么退休后还把她请回来？大家纷纷
表示，有她在，就安心。

王燕性格温和，工作中，耐心细致
地为组员答疑解惑；生活上，大家遇到
什么难题也愿意找她倾诉、向她求助。
因此，班组里的气氛总是很和谐，王燕
也被大伙儿亲切地称为“知心大姐”。

安全担当：石振涛

在这样一个“女子天团”里，有一
个不得不提的男性角色——石振涛。
他既是608班组的组长，也是小组里的

“安全担当”。每天，石振涛都会在班
前会上强调“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深入人
心。同时，他还会每天进行安全巡视，
察看场地，检查操作。不仅让组员从
思想上重视安全，也要规范行为，从源
头上控制不安全因素，实现从“要我安
全”向“我要安全，我能安全，我会安
全”的转变。

有分工，有专长，有定位。608班
组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
采，在团队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正如他们所说，要发扬新时代兵
工精神，为兵工事业奉献自己的全部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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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线上的装配线上的““女子天团女子天团””
本报记者 韦婧 通讯员 晋爽

巧手捏泥塑 指尖传非遗
潞州区府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本报讯 记者马嫣婕报道：11
月4日，潞州区英雄中路街道府后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辖区近30
名居民开展了“潞州国潮——泥塑”
制作活动。此次活动进一步丰富了
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让居民亲身
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活动中，泥塑老师向居民们介
绍非遗泥塑艺术的起源、发展历程
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
位。泥塑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居
民们对非遗泥塑有了初步了解，激
发了大家对泥塑制作的强烈兴趣。

在泥塑制作环节，
泥塑老师细心讲解基
本塑形技巧，并鼓励大
家发挥想象力，添加独
特的个人元素。过程
中，大家或搓揉，或塑
形，一团团的泥土逐渐
被创作成独一无二的
泥塑作品。

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努力，一件件精美、
形态各异的泥塑作品在居民手中完
成，大家将作品一一进行展示，并分

享设计灵感和制作过程，享受着非
遗泥塑带来的乐趣。

本报讯 记者狄媚婷报道：11月1日，2024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长治）活动启动仪式暨

校园食品安全整治推进会在长治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举行。今年以来，我市始终把食品安

全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落实党政同责，严格

全程监管，持续加强“食安长治”建设，在全省食

品安全工作评议中取得A级等次的好成绩，全
市食品安全状况总体有序可控、稳中向好。

今年全市多措并举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
任”。市食安办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食品安
全属地管理责任工作机制的意见》，推动属地
管理责任与食品安全治理体系衔接互补，全市

建立起由3496名包保干部对21235家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开展全方位的包保督导，严格落实

“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包保覆盖率、

督导完成率、问题整改率实现了“三个百分百”

全覆盖。全市还健全工作体系、实施全程监

管、推进追溯管理、开展专项治理，严守“从田

间到餐桌”的全过程防线，大力开展各个专项
行动，查办各类违法犯罪案件888件，对不法行
为形成了有效震慑。

在启动仪式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围
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进行主题发言。10名
外卖配送员和10名在校学生作为食品安全社
会监督员代表进行宣誓，共同承诺发挥食品安
全“吹哨人”作用，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启动仪式后，与会人员共同观摩全市校园
食品安全整治工作汇报展板。今年以来，全市

多部门联动守护校园食品安全，在全省率先推

行了“双总监、双安全员”管理体系，更新维护

“三防”设施、餐饮具消毒等设施设备，实现“互

联网+明厨亮灶”百分百全覆盖，全面提升了校

园食堂的“硬基础”和“软实力”，促进了校园食
品安全工作的提质增效，为孩子们茁壮成长营
造了安全、健康的校园生活环境。

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市县两级食药
安委成员单位将围绕“诚信尚俭 共享食安”的
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社会广泛参与的食品安
全宣传活动，为维护群众食品安全、促进食品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历经75载风雨兼程，祖国大地
焕然一新。我的家乡——沁县漳源
镇乔家湾，也在这片土地上悄然蜕
变，焕发出勃勃生机。谈及变迁，衣
食住行皆有新篇，但最令村民们心
生感激的，莫过于那饮水之变的甘
甜历程。

乔家湾村坐落于两条小河的交
汇处，村中长年不涸的三眼老井，承
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生计。村民们
日复一日，靠着肩挑手提取水生活。

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一
种便捷、高效的取水方式悄然走进
了村庄。家家户户在院内挖砌水
井，只需挖十几米，再安装个手动压
水装置，足不出户就能取水，生活因
此便捷了不少。

然而，喝了一段时间压井水后，

村民们发现生病的人增多了，不少
人开始怀疑是水质的问题。面对这
一局面，村两委向沁县水利局发出
求助，希望能够通过钻打深井、安装
自来水的方式，彻底解决饮水难
题。县水利局派钻井队来勘探，经
过一番选址，我家老宅后面的土岸
被选定为钻井点。尽管过程中遭遇
了钻头掉落、连山石阻碍等困难，但
70多米深的地下水最终还是穿透
岩石，流进了村民的家中。那一刻，
大家欢呼雀跃，不用再为水质担忧，
也不再为用水发愁，生活因这一股
清泉而变得更加美好。

岁月流转，十多年后，原有的深
井因未能穿透连山石，水量渐减，且
出现了流沙涌井的问题，水
质再次受到影响。面对新

的挑战，村两委再次向县水利局提
出申请，希望重新勘探、重钻深井。
2023 年下半年，随着钻井机的轰
鸣，新的深井在精心选址后顺利完
工，深度超过百米，清澈甘甜的水再
次流淌到乔家湾村的每一个角落。

如今，村民们打开水龙头，自来
水哗哗流淌，大家喝得更放心、用得
更安心。大家伙儿常说：“咱村的
水，更甜了！”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
的感慨，更是对家乡巨变、国家发展
的由衷赞美。

这愈发甘甜的水，将持续滋养
着村民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
求。它还将激励大家携手并进，共
同书写乔家湾村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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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食品安全整治推进会同步召开

家乡的水愈发甘甜
闫国平

——记淮海工业集团装配608班组

追梦奋进

食品安全宣传周拉开帷幕

居民们展示泥塑作品。本报记者 马嫣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