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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0月 2 0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韩
俊玉 ) 10月中旬，胜东社区锦苑物业三站的工作
人员将购买的儿童玩具、食品、桌椅等物品送到了
刚刚入住小区的困难居民任先生家中。据悉，9年前
任先生因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家庭重任全部压在
妻子一人身上，物业站了解情况后不仅给予其一定
的优惠政策，还呼吁员工居民对其进行帮扶。

据物业站的工作人员介绍，9年前的一个夜
晚 ,一辆飞速行驶的汽车撞上了正常行驶中的任
先生，导致他当场昏迷，肇事车辆乘乱逃逸，那时
任先生才新婚5个月。醒来后的任先生几乎失去了
知觉，自此丧失了劳动能力和自主能力。

父母早不在人世、弟弟杳无音讯，是任先生的
妻子王女士不离不弃地照顾他，将他从死神手中
拉了回来，并任劳任怨地陪伴他、帮助他进行康复
训练，如今任先生已能艰难地行走。令一家人高兴
的是，两年前他们家中迎来了一个小生命，这个辛
苦支撑的家从此有了新的希望。

2 0 1 2年，一家人在打了6 0张借条的情况下在
锦苑三区购买了房子，但巨额的债务以及昂贵的
医药费让这个家庭举步维艰。这家人的故事很快
通过邻居传到了锦苑物业三站职工的耳朵里，在
物业站领导的支持下，员工对此进行了走访。

“这家人的情况实在困难，房子还是毛坯的，
只有厨房和卫生间进行了简单装修，卧室、卫生间
没有装门，连几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物业站员
工感慨道。

在充分了解情况后，锦苑物业三站在政策允
许的范围内给他提供了最大的优惠，并将本应交
给物业站暂管的防改建押金提前如数退还。同时，
在任先生的妻子王女士有精力工作时，锦苑物业
三站会为其提供一份便利的工作。

物业站工作人员在倾听住户的真实需求后，
在物业站内部呼吁爱心帮扶，4名员工先后从自己
家里搬来写字桌、床头柜、钟表等用品，并买来毛
绒玩具对该家庭进行了看望。

据悉，锦苑物业三站自成立2年来，在小区内
部倡导起互助互爱、团结共进的良好风气。他们通
过入户调查等方式，建立起详细的居民档案，并将
存在生活困难的群众纳入到“帮扶计划”中，每逢
节假日，工作人员会定期走访慰问、送去祝福。物
业站也希望借此呼吁广大居民关心身边邻居，用
关怀温暖他人。

胜大集团水产公司副经理、海水养殖场场长谢军

科学打造现代化水产养殖基地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赖健

锦苑物业三站积极构建

互助互爱的良好风气

东 八 路 以
东，处在油田东
大 门 的 莱 州 湾
已发展成6万亩
现 代 化 生 态 养
殖示范区。负责
管 理 这 片 土 地
的 就 是 胜 利 油
田 胜 大 集 团 水
产公司副经理、
海 水 养 殖 场 场
长谢军和6名员
工 。“ 胜 大 的 水
产 品 养 殖 业 经
过 不 断 努 力 已
经 扭 亏 为 盈 。”
近年来，胜大水
产 不 断 完 善 基
础设施，提升精
细化管理水平，
先后吸引大连、
青 岛 等 地 的 专
业养殖户入驻，
水 产 品 养 殖 日
益专业化、规模
化、现代化。

水产养殖曾一度陷入寒冬

胜大水产不断加快转型发展
莱州湾万亩虾池的历史要追溯到30多年前，那时这块一望无际的土地上规划着大小不

一的各类虾池，分属于油田多个单位管理,胜大集团最初拥有的虾池不足万亩。
199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虾病给各单位水产养殖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因为养殖环境的

不规范和人们对养殖业的不了解，各单位对突发虾病束手无策，随之而来的是水产养殖业
长达10年的“寒冬期”。鉴于水产养殖一度低靡的现状，很多单位最终放弃了养殖，许多虾池
开始荒废、杂草丛生。而此时，胜大集团的职工却在丰富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虾养殖的规
律，虾病源于自身携带的病原无法根治，但通过规范的管理、合理的预防、正确的养殖，却
能达到防御的效果。通过进一步分析，胜大集团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海产品
的需要肯定会大幅上升，海产品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同时，土地也拥有很大的增值空间。
于是，胜大集团提出了“统一征地、规范管理”的口号。

但统一征地并没想象中的容易。有的租户喜欢按照自己的模式经营，不愿意划归水产
公司，有的租户一再提高资金谋利。2004年，谢军一遍遍地奔走于各单位与个体户之间，耐
心听取租户需求，提出各种优惠条件，最终谢军用诚意打动了所有的租户，完成了统一征
地，用地总面积增加至6万亩，为规范管理打下了基础。

构建现代化生态养殖示范区

不断吸引外地养殖户入驻
征地完成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管理问题。谢军认为吸引租户承包养殖的条件，不仅要

有完善的基础设备，周边良好的风气和治安也是关键。谢军从基础设施、社会治安两方面
抓起，用心打造出现代化生态养殖示范区。

刚到莱州湾时，众人首先面临的就是供水难题。供水泵站建立于1986年，3台水泵由于
设备老化、年久失修，不能及时地为养殖户提供海水的更新，这可急坏了谢军。设备问题必
须立即解决，他便带领团队亲自维修，用臂膀扛起沉重的设备，一块块拆开、检查、维修，从
市场上买来零部件进行更换。在众人1个多星期的努力下，3台水泵终于实现了供水。2014

年，公司又更换了最新的卧式潜水泵，基础设备进一步得到完善。
东营夏季雨水较多，每遇汛期虾池堤坝的土路就成了泥潭，“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的

泥”的环境怎么能顺利招商呢？于是，谢军下定决心必须修好路。他和员工拉来了一车车石
子和泥土，逐步完善每一块塌陷的堤坝，一条条石子路代替了土路搭建起养殖的必经之
路。据初步统计，10多年来，谢军等人共铺出30多公里石子路，加固坝间路428公里，一个个
坝间路连起来长度可达烟台。

不仅要完善基础设施，最让他头疼的是治安管理。在养殖基地管理之初，偷虾、偷土、
乱建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施工队将推土机开来违规作业。对此，谢军要求一旦发现一律按
规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白天6名职工就分布在各自岗点巡逻管理，夜晚谢军就开着车在
六万亩土地上来回巡逻，那时他常常凌晨12点出门，凌晨4点至天微亮才结束工作。“我有时
候一天睡不到两个小时。开车困了，就使劲拧自己的大腿缓解睡意。”谢军说，有时一些施
工队不配合竟然恶语威胁，曾经还有拳脚相加的情景。面对种种骚扰和威胁，谢军始终坚
信邪不压正。慢慢地，周围都知道胜大有个胆识过人的谢军，偷虾、偷土的行为在严格管理
下渐渐少了，后来竟不再发生，这在很多员工看来谢军“有能耐”。

近年来，在“黄蓝”两大国家战略的大力支持下，胜大水产养殖基地快速开发，虾池规
模也实现了统一规划、改造，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目前，养殖基地共吸引了包括大连、青
岛在内的多地客商前来经营，胜大水产的利润也由最初的几十万发展到数百万。

三年发展规划成功立项运行

把每一名养殖户都当成家人
如今胜大的水产品养殖已进入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阶段。谢军表示，在养殖基

地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只有不断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才能让养殖基地在市场经济浪潮中
保持不败之势。为了提供更为优质服务，谢军等人提出了“科技强场”战略。眼下，为期三年
的《海水多品种立体养殖试验》项目成功立项并顺利展开，为多元化立体养殖提供了依据。

2014年，养殖基地与中国海洋大学合作，胜大水产研究所正式成立，占地20亩的试验虾
池已投入运营，并总结出日本对虾、南美白对虾、台湾草虾、南非斑节对虾等4个新品种的养
殖方法，为养殖户提供了宝贵的养殖经验。

面对今后的养殖基地发展问题，谢军认为首先要培育更多的养殖品种和为养殖户创
新探索销售渠道，“现在我们积极和胜大超市合作，为养殖户营造良好的销售渠道，以此作
为助力养殖基地发展的重要条件。”

近日，临盘社区文化广场上响起铿锵
有力的唱腔，京剧《贵妃醉酒》、《绣国旗》、
吕剧《小姑贤》等精彩表演赢得现场百余
名观众叫好鼓掌。在重阳节来临之际，临
盘社区“琴韵”戏曲社开展了进社区文艺
演出，此次活动中近20个曲艺节目吸引了
众多观众的观看。

据悉，“琴韵”戏曲社由临盘社区宏达
党员服务社带头成立，由社区热爱戏曲的
居民组成。成立5年来，该社先后进社区、
进农村演出近50场次，成为该社区丰富大
众文化品位、促进文明和谐建设的一个有
效载体。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芦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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