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70块金牌奖励“创业元老”
广联医药给老员工送特别新年“大礼”
本报记者 马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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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济宁广联医药公司的70名老
员工领到一份新年大礼—20克重的金
牌，这让他们脸上洋溢出自豪和满足。

“亲人，辛苦了，谢谢你为公司做出
的贡献。”6日上午，公司董事长王广明
分别为70名员工颁发金牌。“广联医药
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员工，发放一块金
牌，其意义远比发奖金更有意义，既是
对他们的感恩，又是对他们的激励。”王
广明说。

赵兴芳是公司的“元老级”员工，
她入职10多年了，从最初的一名售货

员，到现在的人力资源总监，她感慨
万分。“广联医药从最初的一两家店，
十多年发展到103家店，事业越做越
大，自己也感到很有成就感。”赵兴芳
说。

赵兴芳告诉记者，起初在药店上班
时，父母还不是很同意，感觉是跟私人
打工，未来没有什么保障。可她认为，自
己很喜欢这一行业，而且公司很快就给
自己办理了养老保险。随着公司的壮
大，她也走上中层管理岗位。她对这一
切很知足。

今年年近60岁的司祥志，是从一家
企业下岗后入职广联医药的，通过自学
从事中药调剂工作，他一干也是10多
年。“无论在哪里干，必须要付出，只要
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司祥志说。

济宁广联医药公司总经理栾明香
说，是广联打造“百家药店、百年广联”
的远景目标吸引了他们，是广联医药强
大的凝聚力吸引了他们。如今，广联医
药2000平方米的营业大厅也正式开业
了，至此，已拥有103家药店，5分钟购药
圈初步形成。

小拉花不仅远销欧美，而且让鱼台
县张黄镇的4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

6日，记者探访了张维利的拉花“王
国”。在张维利公司的车间里，10名工人
正围坐在一张大桌子上做拉花产品，笑
脸、八角形等拉花布满了桌子。张黄镇
龙潭村的陈兆所熟练地包装着一盒拉
花，“你别看包起来挺小，一拉就非常漂
亮。”他边说边拿起一个“笑脸”拉花，双
手一扯，一个由很多笑脸构成的拉花展
现在面前。

在产品展示间内，各式各样的拉花
和纸制品琳琅满目。翠绿纸叶子下面配
上鲜黄色纸的椭圆球，就成了一个“菠
萝”；白色的纸和橘红色的纸一组装，变

成了一个惟妙惟肖的“冰激凌圣代”。
张维利原是河北廊坊的一名印刷

技术工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拉
花在欧美国家很畅销，于是便回到老
家，开起了这家工艺品生成公司。

小拉花解决了就业大问题，现在全
镇400多名村民实现就近就业。陈兆所原
来在徐州打工，张维利开办了公司后，他
来到了这里工作，如今是按件数付给工
资，多劳多得。现在他的工资和打工时差
不多，但能照顾家里。

如今，张维利又在周边的村里设置
了四个拉花收购点，村民做好后进行统
一回收，并按件给村民们付费，“现在经
常在我车间工作的工人有400多人，加

上平时临时在自己家里给我加工的村
民，数量就更多的难以统计了。”张维利
笑着告诉记者。

除夕夜，当您在家中观看春节联欢
晚会的时候，金乡县胡集镇供电所的电
工刘怀宽却坚守在维修电线的路上，他
舍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在工作岗
位。

2月9日早上，黄西村村民张元武发
现电热毯没有了温度，检查后发现，原
来是家里停了电。

“我们一家在莱州打工20多年了，
地包给别人种了，每年年底回家一次。
今年，在村里新买了楼房，添置了电脑、
空调、电磁炉、热水器等家用电器。”张
元武说，新电器还没有来得及用，家里
就停了电。他立即拨通了刘怀宽的手
机，刘怀宽很快骑着摩托车来到了黄西
村。

“供电线路长时间不用，已经老化
了。过年的时候，负荷突然增大，烧坏了

保险丝。”刘怀宽说。随后他从帆布包里
找出一根铜线换上，张元武客厅里的空
调运转了起来。

“刘老师住在西刘村，离这里有3里
多路。不管刮风下雨，村里用电出现故
障，他都能及时赶过来，可以说随叫随
到。”黄西村党支部书记王利生说。

“在外面打工，我们最放心不下的
是老人和小孩，我的孩子今年12岁，两
位老人都60多岁了，遇到用电问题，他
们都不敢碰，全靠刘师傅帮忙。村民史
一勤说。

今年58岁的刘怀宽已经服务了
30多年。在当地，他的电话家家都有。
“看见别人外出打工挣钱，我也有过
这样的念头，但总觉得自己有一份责
任，对这份工作有了深厚的感情，一
点也不舍得。” 刘怀宽笑着说，他现

在成了一名“留守电工”，虽然不能和
家里人一起过年，但是每次看到千家
万户家中的灯火通明，就感到十分满
足。

只为千家万户的灯火通明
除夕之夜电工刘怀宽奔波在护电路上
文/片 见习记者 王洪磊 通讯员 魏司法

小拉花拉开村民致富新愿景
鱼台县张黄镇4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
本报记者 晋森 通讯员 赵磊

1 5日早上，放了一挂
2000响的鞭炮，戴方渠的修
理摊又开张了。

摆好修车的家什，再摆
上棋盘，备好马扎，不一会儿
便就聚起了很多人。“老戴一
天不来，我们都惦记他。”听
着朋友的话，戴方渠咧开嘴
笑笑。

70岁的戴方渠修了20年
自行车，靠着熟练的修车手艺
和助人为乐的修车原则，赢得
了一批忠实顾客。慢慢地，这
些顾客又成了他的棋友。

为方便老友下棋，戴方
渠买了象棋，又备了小板凳，
每天出摊时摆出来，收摊时
再收回去。老友们在“楚河汉
界”边厮杀酣畅，但戴方渠只
有在空闲时才过去杀两盘。

说起老戴，一起去甘肃
支边的老战友总是忍不住念
叨，“别人给自行车打气最低
5毛钱了，他就是不收钱。换
个气门芯不收钱，给车子加
点油不收钱，检查车胎也不
收钱，人家给了钱，他还得给
人家硬塞回去。”听朋友唠
叨，戴方渠只是呵呵的笑着。

经常来修车的王大爷觉
得，老戴修车热情，修得好，花
钱少，是雷锋为人民服务精神
的延续，他助人为乐，价格公
道，这就是他20多年的原则。

“老戴是老雷锋，一辈子
助人为乐。现在都说建设美丽
济宁，老戴就是美丽济宁里最
美的点滴。”下午5点要收摊
了，听着老友的夸奖，老戴把
板子、钳子都收到三轮车上。

乐于助人的修车人老戴
本报记者 韩伟杰

广联医药董事长王广明(左一)为老员工戴上金牌。本报记者 马辉 摄

70岁的老戴已经修了20年自行车。记者 李岩松 摄

刘怀宽在维修电路。

张维利和他的“笑脸”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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