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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邹城

城事

山东天河科技有限公司职工屈道彬

““所所有有工工友友都都是是我我的的兄兄弟弟””

残疾人由于听力或行动不便
等原因，独自上下班的路上可能
难以规避一些危险，而天河公司
2 0 1 0年初迁址到了中心店镇机
电产业园，一些残疾员工因为公
司离家远路线不熟悉等原因想
离开。

为了稳定职工队伍，更为了
和残疾工友那段难以割舍的工
友 情 谊 ，屈 道 彬 挨 家 挨 户 地 走
访，劝他们也劝他们的家人，“残
疾人适应一个新公司不是件容
易事，我们公司非常尊重和照顾
残疾人，大家在一起关系处得非
常好、干劲也十足，因为一点困
难离开太可惜了。”听了屈道彬
真诚的言语，一些残疾员工的家
属同意了陪同他们上下班，帮助他
们了解去公司的路线，而屈道彬更
是绕着路集合他家附近的几个残
疾员工一起上下班。

2 0 1 2年支护装置事业部由
于 生 产 任 务 增 加 ，员 工 压 力 骤
增，而残疾员工由于无法用言语
表达，压力更大，心情急躁沮丧。
为了凝聚人心克服眼下的困难，
排解他们的压力，屈道彬时常吆
喝车间里的正常员工和残疾员
工一起打篮球，周末的时候，他
还邀请几位残疾员工去爬了次
峄山，大家在爬山的过程中你拉
我一把，我拽他一把，互相帮助，
一起合作，终于爬到了山顶峰，
瞭望远处的风景，吹着烈烈的山
风 ，大 家 的 内 心 一 下 子 就 放 开
了、轻松了。

为尽快投产，必须抓紧让
三名聋哑员工学会装置技能。
然而，聋哑人学习技能困难重
重，出现了几次错误后，聋哑员
工崔金龙竟然想到了辞职，想
到南方闯一闯。他年迈的父母
为此着急上火，家里就这么一
个儿子，本来和人交流就不方
便，要是跑到外地遇到难处怎
么办，被人欺负了怎么办？崔金
龙的父母来车间找到屈道彬，
请求他劝阻儿子辞职的想法。

平日的相处，屈道彬发现
崔金龙是个单纯质朴、讲义气、
认准了的事情轻易不改变的
人，直接劝阻恐怕效果不大。于
是，他打算“曲线救国”。从哪入
手呢？屈道彬考虑了半天，有

了，篮球！崔金龙在学校就打得
一手好球，还是省残疾人篮球
队的一名队员。于是屈道彬开
始邀着崔金龙一起打球，慢慢
地崔金龙视屈道彬为好兄弟。
这时候，屈道彬跟崔金龙聊起
工作的事，告诉他，“你得学学

《士兵突击》里许三多的执着，
学技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
的，要靠一次次的失败积攒经
验，你现在遇到一点挫折不能
就这么放弃。而且你想出去闯
一闯，你现在没有技术、没有资
本，拿什么出去闯出一片天
呢？”崔金龙最终被说服了，开
始沉下心来学习技术，他的转
变也带动了其他两位聋哑同
事。

2008年，天河开始研发掘
进机机载临时支护装置，专门
成立了支护装置事业部。屈道
彬任车间主任，带着一帮人准
备摩拳擦掌大干一番。可是很
快他就发现了问题，三名刚从
特教学校毕业的聋哑员工几乎
不与其他员工交流，有时甚至
把同事的说笑理解为嘲笑自
己，这让他们越发、自卑，工作
积极性越来越差。作为同龄人，
屈道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暗
下决心，得改变他们。

屈道彬购买和借阅了大量
残疾人心理方面的书籍，并自
学了手语，开始笨拙的尝试与
残疾员工交流，碰到手语表达
不清的时候就用笔在纸上写

字。他的举动不仅感动了残疾
员工，也感染了其他正常员工，
很多人开始学习手语，并时常
相互间切磋“手艺”，只为了也
能和残疾员工正常交流。起初
碰到车间开会的时候，三名聋
哑员工被人拉着也不参与，因
为他们听不见。屈道彬一改惯
例，弄了块小黑板，把内容写在
小黑板上，让聋哑员工也知晓
会议内容。讨论的时候，让正常
员工与聋哑员工结对子，两人
一组用手写、基本手语互相交
流。就这样，聋哑员工脸上开始
有了微笑，与正常员工的交流
多了起来。大家再也不觉得他
们三个是特殊员工了，而是和
自己一样的工友和伙伴。

跟着屈道彬往车间里
走，路上不时有人用手语和
他打招呼，而他没有因为我
们在旁就忽略他们，总是停
下笑着用手语和对方“聊”几
句。屈道彬告诉记者，天河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社会福利
企业，总共有28名残疾员工，
占到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她从事文化工作近30年，将满腔热情倾注于自己热爱的文化事业，在自己提
高的同时，更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她是一名优秀党员，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时时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高尚的艺德、高超的艺术服务
人民，以繁荣多姿的文艺作品，来满足邹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她
就是邹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王俊玲。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王俊玲：

一一个个追追求求德德艺艺双双馨馨的的人人

王俊玲是个热爱学习的
人，她认为只有不断提高自
己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
艺术水平，才能创作出优秀
的文艺作品，才能塑造出丰
满的艺术形象。作为文化馆
班子成员，她平时经常带动
大家学习，学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学习业务知识，学习
群众语言，“文学艺术走得是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路子，这也是唯一正确的路
子，只有坚定不移地这样想，

这样做，我们的作品才能受
到人民欢迎。”王俊玲经常对
刚参加工作的新人这样说。

坚持不懈地系统学习，
也为她后期创新工作思路、
综合处理各方面工作打下了
坚实基础。她创作的《一兜菜
窝窝》、《小刘的婚事》等作品
分别在“中华颂——— —— 全国
小戏曲、小品曲艺作品大
赛”、山东省群众文化文学年
度评比中荣获三等奖、二等
奖；组织编排了“孟子乡音千

人二胡”演奏音乐会、“燕京
花园杯”孟子乡音百架古筝
演奏音乐会、孟子故里(邹
城)中华母亲文化节激情广
场“母亲颂”文艺演出、“喜
迎奥运舞动邹城”广场演
出；带领平派鼓吹乐团队
先后参加了“纪念改革开
放30周年——— —— 首届中国
农民文艺会演”、中国第十
届艺术节“群星奖”音乐作
品初赛、复赛等重要演出、
比赛活动。

在历次文艺演出活动
中，从前期安排，到现场调
度，到后期总结，王俊玲都勤
勤恳恳，兢兢业业，不叫苦，
不喊累。2010年，为赴世博会
参加山东活动周的演出活
动，市文化馆组织平派鼓吹
乐团进行排练近一个月。那
时正值酷暑时节，王俊玲顶
着烈日来回奔走，安排好排
练的各项工作同时，还不停
地为队员们加油打气，做好
后勤保障。

2012年，邹城市文化馆
组织平派鼓吹乐创作的节目

《赶山会》参加第十六届“群
星奖”角逐，期间个别队员自
由散漫、不服管教，严重影响
了排练质量和进度。王俊玲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心
想，不能因为个别人而影响
到集体荣誉。她多次找当事
人了解情况，查找症结，梳理
问题，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
调解、劝说、教育工作，最终
将团队人心凝聚在一起；之

后邹城平派鼓吹乐节目又多
次赴济宁、济南、烟台排练或
比赛，王俊玲几次患重感冒
仍坚持工作，她笑言，自己不
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她
的默默付出及无言影响力感
染了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最
终《赶山会》成功入围“群星
奖”决赛。

王俊玲觉得，自己的价
值只有在工作中才能体现，
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基础上
才能获得。

同事一家亲

突破艰难阻

默默付出感染着他人

将学习作为进步之梯

为方便交流 他自学手语 为挽留同事 他用心劝导

本报通讯员 顾梅

本报记者 黄广华

王俊玲(右)在指导他人。

屈道彬和同事用手机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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