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东是第一车间灌装班的班长 ，
在大宝日化厂工作有20年了， 对于工
厂有深厚的感情。 这些年工厂的起起
伏伏， 她都经历了。 邱大姐说： “厂
子现在越来越好了， 我非常感谢工厂
给我在这工作的机会， 我很珍惜它。”

邱大姐对于工厂的感情流露在她
的工作中， 近些年， 随着邱大姐工作
经验的增加和年龄的逐渐增大， 灌装
车间的很多力气活儿， 就留给了年轻
同志， 而她便负责起了灌装车间的检
查工作。 “检查是我的重要责任之一，
只要出现问题， 我便会及时纠正。” 邱
大姐用手语介绍着自己的工作。 “在
用胶条将产品分装好之前， 我都要抽
查箱子内的产品数量是否够数， 或者
产品的种类是否正确， 只有在我检查
无误的情况下， 才能推进仓库， 等待
销售。”

20年中， 邱大姐认真负责， 很少
出现灌装错误， 她从灌装员变换岗位，
成为检查员之后， 邱大姐更是认真地
检查箱子内产品的数量和类型， 没有
出现过一次错误。 对此， 邱大姐用手
语表示： “企业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
我们更要全身心的投入到企业的工作
中去， 用自己的工作成绩来回报企业
和社会。”

另外， 还有一点是让邱大姐非常
感谢企业的 。 邱大姐打着手势说 ：
“企业从来不歧视我们聋哑人， 而且还
给我们很多的福利政策， 让我感觉到
了温暖。”

从食堂的就餐就可见企业对于一
线残障职工的关心。 因为厂里的职工
较多， 企业规定， 一线职工在11:40便
可以用餐， 这样用餐时间不仅可以保
证一线职工能够有充足的午休时间 ，

同时能让职工们早点填饱肚子， 让他
们每天的饮食生活更有规律。 而对于
食堂的饭菜， 在厂子工作20年的邱大
姐更有发言权： “饭菜比旧厂区的时
候强多了， 特别可口， 而且职工还不
花钱。” 邱大姐比划完了， 还伸出了大
拇指， 称赞起了食堂的师傅们和后勤
保障人员， “鱼香肉丝是我们这儿的
拿手菜， 做的特别香， 不仅肉多， 而
且还下饭， 特别棒。”

只要有职工过生日， 在中午吃饭
的时候， 食堂的大屏幕上就会写着职
工的名字 ， 并为他写下生日的祝福 ，
一碗长寿面也会送到过生日职工的面
前。 尽管邱大姐在厂子中已经过了20
个生日， 但她还是喜欢在厂里过生日
的那种欢快的气氛。 “吃长寿面让我
感觉特别舒心 ， 心里也暖洋洋的 。 ”
“只有企业好了， 我们职工才能好， 没
有企业， 就没有我们职工。” 每当记者
问一个问题之后， 邱大姐都会用手语
比划着同样的工作。 企业能拥有像邱
大姐这样的职工是幸福的， 同样， 邱
大姐也享受着企业带给她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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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们很珍惜这份工作
已经把工厂当成了自己的家

“大宝” 就是家。 尽管他们处于一个无声的世界， 但大家
的心里却非常温暖。 比手划脚是他们平时交流的方式， 他们积
极、 乐观， 自信和自尊。 他们非常热爱自己这份工作， 热爱工
厂， 他们很朴素地认为这里的一切是他们生存和能过上幸福生
活的必然保证。

王春园是厂里的老
职工， 从事着灌装车间
的检查工作。 王大姐在

去年还被企业评选为职工标兵 ，
为了表彰和奖励这些标兵， 企业
特意带他们去大连的兄弟单位进
行交流 ， 让这些职工们看了海 ，
坐 上 了 飞 机 。 王 大 姐 比 划 着 ：
“这是我长这么大 ， 第一次坐飞

机， 我特别开心。”
尽管王大姐的手语， 记者理解

得不准确， 但从她的表情中， 可以
看出她激动的心情。 眼睛瞪得大大
的， 不停的点头， 另外还发出了激
动的嗷嗷声。 要知道， 一名聋哑职
工能够坐上飞机， 体验到坐飞机的
快乐， 是多么的不容易。
王大姐比划着说： “我当时就坐

在靠窗户的地方， 感觉我们在云层里
飞行， 特别的激动。” 王大姐从来不会
隐藏感情， 激动地告诉记者。 对于那
次坐飞机和看海的经历 ， 她比划说 ：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天是那么的高，
海水是那么的一望无际。”

在厂子里对外宣传的橱窗内， 就

摆放着那次去大连的照片， 那是王大
姐在海边游玩的合照， 王大姐的同事
介绍， 每次与王大姐经过橱窗的时候，
她都要向别人介绍那次去大连的经历，
很多人也许都听了好几遍， 但王大姐
还是乐此不疲地向别人介绍着。

除此之外， 王大姐还感谢单位的
班车。 王大姐家住得远， 上下班大约
要2个多小时， 而且对于他们来讲， 无
法听到报站经常让他们错过了车站 ，
而厂里的班车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
给他们提供了方便。 虽然班车停靠的
站点并不是每一名职工家， 但站点的
设置都是由职工参与出来的， 基本上
距离职工家只有一站的公交车程。

王大姐下车的地点， 只需要再坐
一站地的车就能到家， 避免了她在路
上因为换乘而产生的麻烦。 王大姐比
划着： “班车让我上下班都不发愁了，
而且还给我省了好多坐车的钱， 特别
好！ 感谢厂里。”

在今年的年会上， 王大姐还和自
己的同事们表演了手语节目， 王大姐
他们选择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将这些
话翻译成手语， 展现给大家。 对于为
什么选择这个节目表演给大家， 王大
姐说： “习近平总书记支持国货的一
些做法给了我们职工力量， 同时一些
政策， 让我们的企业得到了实惠， 我
的手语表演是有感而发的。”

王春园： 感谢企业带我第一次坐飞机

柳钟立是厂里的行保部的部长 ，
与邱东和王春园不同的是， 柳师傅是
健全职工， 他每天的工作主要负责厂
内的安保和设备的安全， 几乎每天都
要到车间里巡逻。 随着与残障职工交
流的次数增多， 柳师傅的手语水平有
所提高， 他说： “现在， 我跟残障职
工用手语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

厂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只要是
健全职工和残障职工在工作中遇到了
冲突， 健全职工必须要向残障职工道
歉， 并获得残障职工的原谅。 柳师傅
说： “我们是健全职工， 应该有胸怀
去让让这些残障职工， 让他们感受到
自己不是被歧视的对象， 这样能带给
他们非常舒适的感觉。”

工作中， 每当残障职工与健全职
工发生争吵的时候， 作为行保部的部
长， 柳师傅能快速地处理好职工之间
的问题 。 他会让双方把态度放平稳 ，
安安静静的听两方的问题， 从而做出
精准的判断。 柳师傅说： “态度很重
要， 首先要让残障职工感受到我们的
态度， 另外， 还让他们两方面的职工
都有好的态度， 因为只有在心平气和
的态度之下， 问题才能很好地解决。”

有一次， 邱大姐与一名健全职工，
在灌装方面的问题发生了一些分歧 ，
当时柳师傅正在灌装车间巡逻， 随即
将问题解决了。 邱大姐当时虽然在气
头上， 但是也用不太流利的口语说出
了三个字 “事不大”。 当健全职工听到
邱大姐的话之后， 便不好意思的说出

了 “对不起” 这三个字。 不到一会儿
的时间， 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柳师傅
说： “残障职工和健全职工都要相互
了解和相互理解， 只有做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邱东：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

柳钟立：
健全职工要100%
包容聋哑残障职工

二车间灌装班 班长

一车间灌装班 班长

行保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