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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岁的环卫工人吴翠蓉，4月
8日来到2024年“书香武汉·全民
读书月”开幕式现场，领到了属于
她的大红荣誉证书。此次，她和其
他9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爱书
者，共同获评武汉市2023年度“最
美阅读人”。

3月中旬，吴翠蓉因为脑部肿
瘤动了开颅手术，眼下恢复得还不
错。说起读书和自己喜欢的诗歌
散文，她的脸上便洋溢着笑容：“泰
戈尔的诗歌《用生命影响生命》，我
读了好几遍，写得真好！”

吴翠蓉从随身挎包里掏出一
本笔记本，上面用工整的字迹抄写
着不少诗词，有些字还标注了拼
音。她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平
时在工作间隙，自己会抽空读一读
这些摘抄的诗词。

吴翠蓉是广水人，小时候由于
家境贫困，只读了5年书，但从小
爱看书。来汉30多年，她当过保
姆、干过家政，8年前成为一名环
卫工人。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她一
直保持着阅读习惯。

吴翠蓉说，就像有些人喜欢逛
街买衣服，她喜欢逛书店买书，虽
说每次舍不得多买，但都会买上一
两本“最最喜欢的”带回家。去年，
城管部门和爱心企业赠送了一批
新书，让她开心不已。

有时在午休期间，吴翠蓉会
到江汉区清扫路段附近的一处书
屋看书。每天下班回家，或者在
休息日，干完家务事后，她便开始
享受美好的阅读时光，沉浸在书
中的世界。

“如果有几天没看书，我心里
就觉得空荡荡的。”吴翠蓉说，有的
同事不理解扫地为什么还看这么
多书，但在她看来，读书可以帮助

自己很多，能滋养自己的心灵，面
对生活中的困难时也能从书中吸
取力量。

吴翠蓉家庭有着浓厚的读书
氛围。起初，家里只有小书架。前
几年，新家有了大书柜。现在，家
中总共有五六百本书。两个孩子
从小在她的带动下，也爱看书。

《平凡的世界》是吴翠蓉特别
喜欢的一部小说，她和两个孩子
都看了好几遍。书中人物积极向
上的精神，让她深受感染。她也
从书中得到启发：不管做什么工
作，只要认真去做，都能找到自己
的价值。

说起和孩子一起读书的趣事，
吴翠蓉就有说不完的话。她说：

“女儿有次跟我推荐，《明朝那些事
儿》特别好看，我就买了一套。后
来儿子也喜欢看，前前后后一共看
了八遍。前阵子读曹操《短歌行》，
儿子笑话我：‘妈妈，我都会背了，
你还在朗读。’”

52岁环卫工人吴翠蓉获评武汉市
2023年度“最美阅读人”

“几天没看书，心里就觉得空荡荡”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韩晓玲

4月8日，75岁的恩施作家安
丽芳走进湖北省外文书店，举办新
书《踩跷子》分享暨文学交流会。

安丽芳小学时因家贫辍学，年
轻时做过演员、建筑工、油漆工、机
械工、会计和图书管理员，中年开始
创作，64岁时成为中国作协会员。
如今，古稀之年的她仍笔耕不辍。

安丽芳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
者，自己的人生曾经是曲折的：儿
时因家境贫困，仅仅读书到小学三
年级，被剧团招为学员。学艺刚有
所成，剧团却解散了，她在建筑工
地当起工人，一双白嫩的手满是血
泡。之后，她又到农机厂当工人。
1979年进入恩施州图书馆工作
后，她如饥似渴地读书。

回忆往事，安丽芳感慨地说：
“那时，我几乎是从文盲开始。39
岁那年，我逼自己读电大汉语言文
学专业，还要管两个孩子的生活和
教育，可想而知当时我有多难。正
因为我的人生曲折，生活经历丰
富，喜欢看书，萌发了写作的欲望，
便开始偷偷地学写作。”

那时安丽芳没想到，两篇散文
投出去不但发表了，自己还在全国
青年散文大赛中获银奖。这让她
对写作变得自信起来，加上特别勤
奋，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这么多年来，安丽芳累计写了
上百万字，其中不少作品公开发
表。她的创作源泉一直是恩施。
她说：“恩施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是
我在文学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
完的宝库。”

安丽芳晚年仍坚持创作，近几
年还两次推出新书。2019年，她的
散文小说集《施南往事》出版。此次
推出的中长篇小说集《踩跷子》则收

录3部作品，其中《罗妈》《踩跷子》创
作于10余年前，《踩跷子》曾在著名
文学杂志《十月》发表，《老屋场记
忆》是近年来的新作。

安丽芳笔耕不辍的同时，还在
自己开办的公众号上畅谈文学、记录
人生。有人打趣说，她是“年龄最老
的‘公主’（公众号主）”。对此，她表
示自己是个不甘被时代淘汰的人，所
以不断地学习创新。“作为作家，我跟
不上时代，怎么可能写出好作品？”

安丽芳说，自己现在是一位老
人，但精神年龄依然年轻。也有人
问过她是怎么保养的，她的回答
是：“由于太忙，没有时间慢慢老
去，每天都挺充实。”她说，自己对
于时间挺“吝啬”，总想在还能写作
时，多为后代留下一点他们或许不
知道的历史。

目前，安丽芳还在为新作品做
着准备。她介绍，自己想集中精
力，将一些零零碎碎的资料整理出
来，再创作一部长篇作品。

75岁恩施作家安丽芳创作百万字
开办公众号畅谈文学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韩晓玲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办学的“风向
标”，代表着行业趋势和方向。学校只有
在日常教学中培育肥沃的实践土壤，和
企业紧密联系，时刻跟进行业前沿，才有
可能在大赛中拔得头筹。但现实中，企
业数量众多，有在传统行业中深耕细作
的大型企业，有在新兴行业中乘风破浪
的创业企业，哪些企业才能“代表”行业
前沿，给教学带来实际的收益？如何找
到校企合作的切合点？采访中，多所职
业院校分享了自己的“企业经”。

赛场上 看到行业需要

比赛场景是对一线工作场景的模
拟，学生在赛场上展现的技能是行业的
切实需要。

“网购页面里装修精美的店铺、详
细的产品推介、店铺的营销活动，都是
电子商务赛项第二个模块视觉营销的
比赛内容。”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教
师赵臻子举例。课堂上如何学习这一
竞赛模块？赵老师介绍，校内产教融合
课程中会用到数据分析模型和方法，也
有视觉设计等内容，企业会给专业指
导，将企业经验分享给学生，比如告诉
学生怎样的设计才是消费者希望和喜
欢看到的。

经过竞赛磨练的选手，往往也是各

大企业、单位技术工的录用人选。如武
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学子程龙、徐聪曾
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化工生产技
术”赛项中获奖，成功入职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材料研究所。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专业教师王旭东认为，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模块与企业真实工作任务实
现了对接，能拉近企业和岗位需求的距
离，有效缩小学生能力和企业期望的落
差。

“比赛让我们意识到，新能源汽车
技术快速革新和迭代，要求我们职业院
校也要快速跟进企业的技术革新。”王
旭东说，在课程改革方面与企业接轨，
让实践课程教学内容和企业岗位实践
任务对接，让学生真正了解企业岗位内
容、文化和管理规范，准确自我定位，

“相信我们培养的每个学生都将会是企
业人选。”

沟通中 达成校企共识

“若不和企业合作，职业教育相对于
行业发展将会非常滞后。”湖北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汽车与航空学院副院长李远军
表示，以汽车行业为例，行业本身变化快，
新能源汽车的很多动力及控制模块燃油
车不具备，不同品牌车辆之间有差异，学

生技术要学好，至少得摸得到设备。
校企合作能增加实训设备和实训

场地，还开拓了学生就业渠道，对高校
办学益处良多。但企业普遍存在现实
的顾虑：花心思培养的学生学到技术，
另谋高就，企业辛苦一场，最后“为他人
做嫁衣”。

如何找到切合点，让企业在合作中
尝到“甜头”，获得增益，促进校企合作
落地？

李远军分享了他的合作经验：和
学校对接后，企业旺季和学生实习实
训计划对接耦合，在学校老师和企业
导师指导下直接进入岗位，企业的用
工需求、校内学生实习实训需求能同
步得到解决。

此外，行业头部企业对人才有着较
为完善的培养和晋升渠道，对员工发展
也更友好。如吉利汽车从2015年开始
鼓励和促进内生型人才的培养，陆续发
布了雏燕、大雁、飞雁、金雁等不同层次
的人才培养项目，通过内部培养的人才
稳定性更高，专业契合度更好，可以更快
更好地保障企业高速发展。

磨砺下 炼就“火眼金睛”

人社部门对职业技能培训有相应补
贴，产教融合企业也有税收减免政策，但
甄别出有人才培养需求和愿望的企业并
不容易。有企业为了拿补贴而来，没有
在学生培养上尽到责任；也有企业带来
交换条件，“和学校合作，学校就得把办

公设备换上公司的产品”。
在职业院校中转几圈，偶尔也能发

现一些废弃的企业牌匾，部分企业是因
为行业变化调整了用人需求，校企合作
到期不续，也有少数企业打着校企合作
的名头进校，却没有真正把企业的标准、
技术引进来，更谈不上入企就业，双方合
作不下去了，企业就人去楼空。

多年磨砺，负责校企合作的老师们，
也就炼得一双“火眼金睛”。

“有企业和我说要10个学生，却说
不出对学生的具体要求和岗位的工作内
容，这一听就不靠谱儿！”长江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城市建设学院院长郑睿坦言，
有企业会找学校要“临时工”，学生入职
后被派遣从事和专业不对口的生产工
作，表面上学生入企实习了，还附送“实
习证明”，但其实学生没有学到东西，反
而消耗了自己，浪费了时间。

此外，校企合作还需要提前布局行
业前沿，以应对市场波动。郑睿回忆，
2012年，学院获批了楚天技能名师教学
岗位，建工集团、中铁大桥局的工程师来
校设岗，交谈之中，企业工程师为人才培
养指路：建筑行业要走向工业化、信息
化、绿色化，人才培养也要早布局。

郑睿结合政策，从行业、企业处得到
印证后，着手和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企
业对接，2016年前后落地专业转型，把
信息化应用融入日常教学，还建设了虚
拟仿真实验室，目前学院保持每年约
800名学生的招生指标，学生就业依然
不愁出路。

“火眼金睛”找企业 莫让人才变“耗材”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歆 田佩雯

75岁恩施作家安丽芳

职教十年“晒”出新赛道

“最美阅读人”吴翠蓉

春日的武汉，东湖畔、长江边、珞珈
山上，樱花、绣球、泡桐、月季接连登场，
天南地北的赏花人争相而来，让一场场
花事成为一城的盛事。

花香随春风沁入三镇，也将赏花游
的热度送入巷弄里分。2021年开始，武
汉全面推进花漾街区建设。眼下，黎黄
陂路、昙华林等30余处各色花街正引爆

“春光第一城”。

市集里打磨“花漾”时光

4月5日，春雨淅沥，黎黄陂路街头
博物馆人流如织。沿街约130个花箱
里，刚刚换新的红色、玫红色天竺葵，搭
配常青藤，为街区增添一抹亮丽色彩。

以黎黄陂路为中心，周边2.46平方
公里内，曾集聚近30家外资金融机构和
100多家洋行，是全国除上海、天津之
外，外国使领馆分布较密集的区域。

虽是老街，但在黎黄陂路创意集市
上摆摊的，都是年轻人。近50个摊位
上，手工瓷器、绒花编制、3D打印等极富
设计感的作品不一而足。

“云南非遗·甲马”摊位前，主理人猫
猫忙着整理各色甲马印制、绣制品，“没
想到云南甲马在武汉也这么受欢迎，更
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文化的信心。”“花
花菠萝”团队设计的瓷器、瓷画，将传统
文化和现代美术相结合，十分受年轻人
欢迎，一上午就卖出10余件。

“徜徉花海中老建筑的同时，还能遇
上这么有意思的文创市集，一逛就逛了
半个多小时，确实不虚此行。”逍遥手作
摊位前，来自上海的黄先生为家人打包
带走了多个传统绒花首饰。

集市主办方透露，今年以来，除受特
殊天气影响外，每周五至周日，该集市都
定期开市。“每周集市摊位也会有些许调
整，力求让更多新锐设计、传统文化的摊
位进入大众视野。”

国风营销带火“老网红”

位于老武昌东北角的昙华林，已有
600多年历史。10多年前，它就是武汉
三镇最具文艺范的地标之一。历经多轮

改造，如今在众多花卉环抱下，昙华林更
加迷人。

景区入口处，近400平方米的鲜花
在房顶上肆意铺陈。盘山小径上，遍布
各处的装饰花形成一道粉色“瀑布”，让
来往游人仿佛身处唯美的动画世界。

数据显示，今年清明假期，昙华林共
接待游客22.58万人次。“针对当下火热
的国潮风，我们经常邀请不同群体加入

‘街区生态’。”昙华林运营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今年樱花季，街区商户的营业额有
望提升20%至30%。

3月底，借力昙华林三期开街、武昌
城史馆开馆等重要节点，街区推出“浪漫
小镇樱你欢喜”沉浸式演艺小镇主题活
动，客流量较往年激增40%。国潮营地

广场游玩、沉浸式演剧欣赏等系列活动，
吸引了大批身着汉服、唐装的年轻人前
来参加。

“4月11日，第二届昙华林花朝节开
幕，我们设置了非遗茶饮品尝、非遗楚香
DIY、宋代点茶等众多体验环节，来此打卡
摊位并集章，还能获得精美伴手礼。”该负
责人介绍，丰富的沉浸式、互动式国风活
动，正让越来越多人爱上昙华林。

楼上楼下重拾烟火气

4月8日，夜幕低垂，江汉区北湖路
和北湖正街上，各家餐馆铺面顾客盈
门。绚丽海棠、梧桐树下，牛肉砂锅、干
烧剥皮鱼冒出腾腾热气，引得居民、游客
流连忘返。

北湖夜市曾是武汉城区最大的夜市
之一。经过1年升级改造，在似锦繁花
中，它已成为武汉市首个戏曲文化街。

“改造不仅解决了违章搭建、占道经
营等问题，还将老武汉的戏曲文化底蕴和
街区的绿色生态生活融合为一体，让城市
留住文化记忆。”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长约805米的街区中，楼栋立面
上，传统戏曲中生旦净末丑的巨型彩绘
生动传神；古朴的中式连廊下，草木葳
蕤，花径通幽；街角的戏码头舞台尤为抢
眼，每周都有戏曲、民谣、表演等各类惠
民文艺活动在此举办。

为了让台上台下皆有“戏”，北湖街
道还积极接引与其一街之隔的樱花流
量，通过“小胡子烧烤”“易胖汤包”“豪
华炒面”“王家烧麦”等网红小吃吸引，将
西北湖的赏花游人导入老街区中。

“除了老邻居们，现在来店里的新顾
客越来越多，带火了周边餐馆的生意。”
天天特色菜馆老板张方明说，相比以往，
店面客流增加20%以上，好多都是带着
行李箱来的外地游客。

花漾街区引爆“春光第一城”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马文俊 通讯员 徐秋爽

繁花经济靓动江城

4月9日，武汉市江岸区黎黄陂路街头博物馆游人如织，图为一名小朋友在开心奔跑。（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任勇 摄）

清明假期，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
街道夷陵三巷小区，一辆小车通过智
能电子道闸自动识别，缓缓驶入小区
规划清晰的停车位上。

该小区是建于1986年的老旧小
区，车位稀缺。今年初，该小区改造完
成，新增 64个泊位，停车难迎刃而
解。“回家再也不用转着圈找车位了。”
变化让居民张藐丹很开心。

小车位关系大民生。近年来，
夷陵区把握老旧小区改造契机，多
措并举巧用“边角料”，进一步推动

城市停车提质惠民。在提升老旧
小区停车场硬件设施的同时，无人
收费、快进快出也让停车场更加智
能化。

夷陵区城市道路停车管理中心
干部易钰桓介绍，截至目前，夷陵区
共改造升级41处老旧小区停车场，
新增停车泊位 895 个，总建筑面积
21.1万平方米，切实缓解了停车难，
为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
福感。

（陈铭 彭宇 陈宣羽）

宜昌夷陵：升级老旧小区停车位惠民生
近日，农行石首支行成功获批贷款

1.1亿元，用于支持石首市保障性租赁住
房改造项目，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贷款
10371万元，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提
供金融支持。

近年来，石首市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计划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投资环
境，吸引更多企业家、青年人才“安家”，
2024年保障性租赁住房改造就是当地
规划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为确保项目
如期启动，农行石首支行积极对接当地
党政部门和企业，成立项目调查小组，宣

讲信贷政策、制定推进计划，实时跟踪贷
款流程，全力保证各个环节不卡壳、不滞
留，最终在银政企三方通力协作下，顺利
完成项目贷款的审批和投放。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该项目
建成后将为石首市提供毛坯房源396
套、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建筑面积
14237.81m2，有效解决新居民、青年、公
共服务人员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通过金
融活水精准滴灌，激发产业活力，助力乡
村振兴。

（李国兵）

石首市农业银行：金融活水助力住有所居
近日，随州市检察院召开“抓落

实、求极致、强作风”青年干警座谈
会。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盛勇与60
余名青年干警面对面交心谈心，勉励
青年干警砥砺能力素养，提振精神状
态，淬炼严实作风，能动高效履职，推
动检察工作高质效落实。

此次座谈聚焦推进“抓落实、求
极致、强作风”专项整治和干部队伍

“三实三创”（求实、务实、做实，创
新、创业、创优）素质提升工程，采取
自由发言、随机提问、征求意见等方

式，青年干警畅所欲言，结合岗位实
际谈思想、谈工作、谈感悟、提建议，
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奋进合
力。

盛勇寄语青年干警，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提升能力素质、强化责任担
当、严守纪律规矩，始终以饱满的工作
热情、良好的精神状态、严实的工作作
风，推动随州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更
好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
担当。

（杨勇 刘大印）

随州：检察长与青年干警共话素质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