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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劳动”
又成为热词。的确，人生价值要靠劳动
体现，劳动是美丽和值得崇尚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礼赞劳动创造，讴歌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他深刻指出：劳动最
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最美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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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劳动创造了世界，劳
动创造了人类，劳动使人类迈向更高级
的文明阶段。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近
些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保
障和改善了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况，奋
力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只
有认真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物质
和精神上都尊重他们，保障劳动者的各
项权利，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国家才能
繁荣昌盛。

劳动让我们有了更美好的生活。没
有劳动，我们什么都没有。而尊重劳
动，首先必须尊重劳动者。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实践证明，劳动者必须得到
尊重，他们是财富的源泉。目前，我国
劳动用工秩序逐步规范。只有从制度安
排上和行动上尊重劳动，尊重平凡而伟
大的劳动者，国家才能获得持久的人力
资源。

放眼望去，在现代工业化的进程

中，工人用有力的臂膀托起我们的生
活，用心血浇筑共和国的路基，让火车
飞驰，让飞机翱翔，让钢铁流动。田野
间，农民向自然索取宝贵财富，为我们
提供各类农产品。三尺讲台，教师传道
授业，桃李满天下，“灵魂工程师”用
劳动的尺子丈量人生的价值……各行各
业，都在用劳动创造财富和幸福。

无数事实证明，劳动最光荣，幸福
属于劳动者，劳动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劳动永
远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让我们在劳动节
唱响“劳动者之歌”，让劳动的价值更
彰显，使社会更和谐、更文明、更进
步，国家繁荣兴旺，人民幸福安康。

让我们唱响“劳动者之歌”
刘天放

主持人语：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世界。”富兰克林说：“劳动是幸福

之父。”没有劳动，就没有我们幸福美好的生活，就没有人类社会的文明

进步。身为一名劳动者，是光荣和自豪的。

“这是贵妃罗汉松，盆长 90，冠
幅 110， 八 方 根 盘 踞 盆 中 ， 身 姿 挺
拔、造型精致……”4 月 21 日，平南
县大鹏镇景华村景华盆景园里，90
后盆景达人张永正在给盆景录制小
视频。

“我们主要通过网络竞拍的方式
销售，将拍摄好的盆景图片、视频
上传到网络平台，零元起拍，在限
定时间内出价最高的成交，每天成
交额在 2 万元左右。”张永拿起手机
打开网店页面，向笔者介绍网店的
经营情况。

今年 28 岁的张永从事盆景种植
加工将近 10 年了。靠着高超的盆景
加工手艺，先进的经营理念，2021
年实现年创收 700 多万元，今年一季
度收入 100多万元。

漫步盆景园，形态各异的珍珠
罗汉松、黄杨、雀梅等花卉高低错
落、盘根错节，或苍劲古朴、或淡
雅优美，各具风韵。其中大部分都
出自张永之手。但在 10 年前，张永
还是一个盆景“小白”。

“因为家里是做苗木生意的，我
从小就对这一领域比较感兴趣，在
经营销售苗木的过程中接触到了盆
景产业，感觉前景不错，2012 年就
回乡创业了。”张永说。

创业初期，张永吃了不少苦。
大鹏镇大部分地区高山环绕，山

道崎岖，弯道多，道路旁就是深谷，
张永骑着摩托车跑遍了周边乡镇村屯
收购盆景胚子，部分偏远村屯还要翻
山越岭，路途遥远，非常艰苦，碰上
雨天不仅道路泥泞还很危险。生意也

不景气。“没有名气、销售渠道不畅
通。当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盆景的还
很少，最开始是在盆景爱好者的 QQ
群、百度贴吧上卖，沟通不便，程序
繁琐。”

凭着对盆景的热爱，张永没有
放弃，而是不断学习、摸索。2017
年，张永有了自己的网店，摸索出
竞拍的方式，生意慢慢步入正轨。

带着为家乡增加就业机会、把本
地盆景产业做大做强的愿景，张永还
与周边的高坪村、思乐村以及景华村
的盆景种植户抱团发展，将培育加工
技术传授给村民，带动他们就业创业。

五年前就跟着张永一起学盆景制
作的邹文杰，如今已是一名技术过
硬的“老师傅”，因为手艺好加上肯
干，邹文杰每个月能拿到 1 万多元的

收入。近几年，张永共培养了 90 多
个学徒，他们学成后已能独立创业。

目前盆景园有 50 多亩的小盆景
桩材培植基地，两个小盆景生产制
作作坊，每年生产销售小型盆景近 5
万盆，主要以网络销售为主。现有
盆景制作技术人员 45 人，除本地大
鹏制作作坊 15 人外，还有远在广东
制作作坊的 30人。

从 骑 着 摩 托 车 到 处 收 货 的 小
贩 ， 到 拥 有 自 己 盆 景 园 和 工 作 室 ，
再到远近闻名的盆景园老板和行业
领军人物，张永用 10 年时间实现了
自己的“盆景梦”。说起接下来的打
算，张永说：“现在种植、加工的盆
景 供 不 应 求 ， 还 要 继 续 扩 大 规 模 ，
希 望 能 带 动 更 多 的 村 民 加 入 进 来 ，
通过盆景实现增收致富。”

致敬
劳动者

有道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近日，记
者前往距城区 40 多公里的覃塘区樟木镇黄
龙村山林屯大岩洞闻香观景。

岩 洞 四 周 青 山 环 抱 ， 洞 前 是 一 片 平
地，长着 葱 郁 的 果 树 ， 洞 门 前 的 一 副 对
联 吸 引 了 记 者 的 眼 球 ：“ 欲 探 芳 香 来 问
酒 要开眼界请观岩”。走进洞口，两口
巨大的陶瓷酒罐立在入口处，洞深 100 多
米，高 20 多米，最宽处 10 多米，最窄处
也有 2 米。洞中石柱擎天，钟乳垂悬，千
奇 百 态 ， 有 呈 莲 花 状 的 、 有 似 幔 状 的 、
有 像 动 物 的 ， 栩 栩 如 生 ， 大 自 然 的 鬼 斧
神 工 造 就 了 这 些 壮 美 的 景 观 。 除 了 洞
奇 ， 还 有 酒 香 ， 一 路 上 洞 中 酒 香 一 直 陪
伴 ， 洞 中 贮 存 着 数 不 清 的 大 大 小 小 的 陶
瓷酒罐。

主人林柏平忙碌完后，坐下与记者说

起了他的酿酒之路。林柏平年届五十，前
额开阔，皮肤白里透红，给人精明强干的
感觉。林柏平中学毕业后，乘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走出石山地区去经商，还把家人
迁到贵港城区居住。随着市场的变化和年
龄的增长，生意不如以前，林柏平萌生另
起炉灶的念头。党的十八大后，党和 国 家
吹 响 乡 村 振 兴 的 号 角 ， 农 村 又 热 闹 起
来 ， 乡 村 旅 游 开 发 渐 渐 兴 起 。 他 由 此 看
到 商 机 ， 回 到 村 里 找 村 干 部 ， 想 利 用 大
岩 洞 资 源 兴 办 旅 游 业 。 这 一 想 法 得 到 村
镇 领 导 的 支 持 。 于 是 ， 他 带 着 妻 子 、 女
儿 和 积 累 的 几 十 万 元 资 金 返 村 ， 在 山 洞
前 安 营 扎 寨 。 当 时 洞 前 是 荆 棘 丛 生 ， 凹
凸 不 平 ， 洞 里 蝙 蝠 栖 居 。 经 过 一 番 努
力 ， 洞 中 开 辟 出 一 条 通 道 ， 洞 口 前 面 变
成 了 平 地 ， 修 通 了 通 往 山 外 的 道 路 。

2016 年 ， 洞 口 前 挂 起 “ 广 西 贵 港 大 岩 休
闲 山 庄 ” 的 招 牌 ， 游 客 逐 渐 增 多 ， 尤 其
是 节 假 日 ， 停 车 场 停 满 车 。 但 平 时 游 客
少 ， 长 期 下 去 ， 经 营 难 以 为 继 。 这 时 ，
有 人 跟 他 说 ， 可 以 发 展 酿 酒 业 ， 利 用 山
洞 贮 藏 。 他 翻 阅 资 料 ， 茅 塞 顿 开 。 白 酒
品 质 决 定 于 酿 造 工 艺 和 贮 藏 工 艺 。 而 贮
藏 工 艺 取 决 于 三 要 素 ： 时 间 、 容 器 、 环
境。山洞常年温度在 18 度至 22 度，湿度
保 持 在 90% 以 上 ， 是 天 然 的 藏 酒 宝 地 ，
于 是 ，山洞门前增加了“广西贵港市大岩
洞酒坊”招牌。

在酿造工艺上，林柏平请来了有 30 多
年酿酒经验的兄弟指导，精选本地优质富
硒大米做原料，采用古法传统小锅，纯手
工工艺酿制，铁锅陶盖、柴火土灶、竹管
接酒、陶坛贮藏、糖泥 （蜂蜜） 封坛。在

贮藏工艺上，他利用得天独厚的溶洞来贮
藏酒。他说，因为天然溶洞内恒温恒湿，
空气中微生物菌群丰富，这种独有的天然
氧吧，经过长期、复杂、缓慢的物理化学
反应，酒的辛辣等不良气味逐渐减轻以至
消失，加之使用陶瓷容器贮存，酒的品质
得到进一步提升。

林 柏 平 说 ， 现 在 洞 中 贮 藏 的 酒 达 30
多 吨 ， 最 长 贮 藏 时 间 5 年 。 此 外 ， 还 用
中 药 材 泡 制 保 健 药 酒 。 现 在 ， 由 于 规 模
较 小 ， 效 益 还 未 显 出 来 ， 仅 能 维 持 经
营 。 林 柏 平 正 在 申 办 商 标和请人设计包
装，准备将酒正式推向市场。

林柏平的创业，得到了上级的关注。
他说，前些日子，覃塘区和贵港市的相关
部门领导前来考察，给予较高的评价，表
示要将其打造成覃塘区的酿酒业基地。

——记覃塘区樟木镇黄龙村村民林柏平
本报记者 梁时来

为了让家乡的溶洞“香”起来

“90后”盆景达人张永：小盆景玩出大“钱景”

4 月 29 日，铺路工人在贵港城区至覃塘大道 （根竹段）

铺设沥青路面。（首席摄影记者张庆杰摄）

4月 29日，建筑工人在修正集团贵港医药产业园抢抓工程进度。
（首席摄影记者张庆杰摄）

4月 29日，塔吊司机在一建筑工地熟练地开展工作，用青春和汗水为贵港城市建设
添砖加瓦。 （首席摄影记者张庆杰摄）

2018 年 8 月参加工作至今，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权益
管理科一级科员高莉莉办理的业务超过 27000笔，每一笔她都做
到细致、认真、准确、高效。在 2021 年度人社窗口单位业务技
能练兵比武全国赛中，她荣获“岗位练兵明星”称号。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4 月 25 日下午，在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服务大厅，高莉莉办结一件市 12345 热线派来的工单
后，认真将工单基本信息和答复情况一一记录在本子上，方便
随时查看。她刚换不久的 32 开笔记本已经用了 10 多页，每一页
记录的信息都清清楚楚。

“小高非常勤勉！”这是领导和同事对高莉莉的一致评价。
观察、聆听、记录、实操、总结，高莉莉从入职跟班学习开始
就养成了虚心好学的好习惯。她把每一个同事都当成师傅，除
了积极向前辈们请教业务，她还主动查阅社保相关政策知识，
反复练习业务处理流程，下班后还要将当天所学到的知识重新
梳理，整理成笔记反复温习回顾。半年多时间，高莉莉便熟练
掌握业务知识，顺利“出师”，能够独当一面办公。

2019 年 9 月，我市正式切换上线广西社会保险“一门式”
经办信息管理系统，社会保险业务办理模式向“前台综合受
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转变。勤恳爱钻研的高莉
莉成了科室里最先熟练掌握新系统的人。在新系统上线后的两
个月里，她变成了同事们的“小老师”，随时指导帮助同事熟悉
新系统的功能模块与操作注意事项，解决业务办理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小高虽然年纪最小，但现在已经是我们科室业务的

‘万事通’，有什么业务问题，找她准没错。”市社会保险事业管
理中心权益管理科副科长谢冬梅说。

在熟练掌握业务知识和技能后，高莉莉一如既往保持学习
钻研的劲头，平时注重浏览社保方面的新闻和搜索学习社保政
策文件，了解社保工作发展的最新动态，及时准确为群众答疑解
惑、办好业务。“随着不断改革与创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迅速发展，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高莉莉说。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人社部及自治区陆续
出台了各种社保减免政策，应对疫情冲击。为确保减免政策快
速、准确落地，我市需要对全市 7998 家参保单位的数据进行筛
查核实。高莉莉尝试将自己所掌握的档案管理知识、参保单位
登记特点等综合运用，成功找到最佳筛查办法，并向同事们分
享。最终，她和同事们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准确筛选出 658家需
要修正的单位，精准确定了单位类型，并反复测试、修正减免
数据，确保了减免政策精准执行。

厚积而薄发，笃行而致远。从 2019 年起，高莉莉连续三年
作为我市人社系统代表参加自治区人社系统窗口单位业务技能
练兵比武活动，两次获得广西“人社知识通”称号；在 2020 年
度全国人社窗口单位业务技能练兵比武中，广西代表队取得了
团体二等奖的佳绩，高莉莉作为队员之一，获得广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发来感谢信表扬，她还多次获评为贵港市
政务服务中心社会保险分中心“红旗标兵岗”。

本报讯 （记者欧钰宇）“阿信，你来
啦。”4 月 26 日，贵港市兴农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高兴地向黄伟信打招呼。该
公司位于港北区庆丰镇，经营稻虾综合种
养产业。黄伟信奔波三四十公里，把 70
公斤杂交水稻谷种送到公司负责人手中，
用于“小龙虾反季节生态养殖与水稻直
播+再生稻综合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

黄伟信是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
艺师，从事农业技术推广 28 年，常年奔
走在田间地头，双脚常常沾满泥巴。2020
年，他在我市三区推广“又香优龙丝苗”
杂交水稻品种 2.5 万亩，稻谷增产 250 万
公斤以上，增收超千万元，并进行稻渔综
合种养技术实践和马铃薯防霜冻技术攻
关，以及优质稻产业扶贫技术培训，获得
广大农户好评。黄伟信在工作中善于创
新，在解决农业生产问题中创新获得 6 项
实用新型专利。

2021 年以来，我市把稻虾综合种养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抓手，确立了
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百亿元渔业”的
目 标 ， 着 力 打 造 “ 中 国 南 方 小 龙 虾 之
乡”。今年二三月份，我市小龙虾反季节
上市，收购价高达每公斤 156 元，效益凸
显。高收益伴随而来的是小龙虾养殖基地

水稻种植难、养殖过程中不能种植 2 造稻
等问题。为攻克这些难题，市水产技术推
广站申报了“小龙虾反季节生态养殖与水
稻直播+再生稻综合技术”研究与示范项
目，试验基地设在兴农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黄伟信负责该项目试验基地技术总指
导，推广使用水稻现代化直播技术和再生
稻技术。

“一定要把田耙平，等明天你们耙田
我还要过来看。”黄伟信说，水稻现代化
直播技术对田地平整度要求很高，谷种经
过 24 小时浸泡后，再经过 24 小时温室催
芽，由无人机直播到田里，前半个月的田
间管理尤为重要。在试验基地，黄伟信观
察水位、查病虫害，从谷种浸泡催芽到田
地平整、开沟排水、除草施肥、防治福寿
螺和飞鸟、育秧盘补种等环节和公司负责
人作了详细讲解，对公司负责人提出的疑
问进行一一解答，要求公司负责人严格按
照试验要求播种谷种，确保试验各项数据
真实可靠，为我市大面积推广稻虾综合种
养产业做好技术积累。

“我们的职责就是攻关生产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实现稳
粮增收。能为稳粮增收出一份力，我感到
很自豪。”黄伟信说。

高级农艺师黄伟信：
双脚沾满泥巴 只为稳粮增收

莫舒华

我们的新时代
编者按：五月，火红的季节，也是劳动者的节日。在我们的身边，各行各业

无数的普通劳动者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激情勃发、斗志昂扬，用奋斗的最美姿

态喊出奋进号角，用辛勤劳动换来幸福生活，用苦干实干实现美好梦想。让我们走

近这些平凡劳动者的世界，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受劳动之美。

厚积薄发 笃行致远

本报记者 李园园

——记全国人社窗口单位
“岗位练兵明星”高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