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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观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彭磊 肖露

整齐划一的停车位、宽敞整洁的休闲广
场、绿意盎然的共享花园……12月21日，走
进黄石市黄石港区天虹小区，孩童在追逐嬉
戏，老人围坐树荫下的棋桌旁下棋、聊天、晒
太阳，其乐融融。

天虹小区是黄石港区天虹社区里最大的
小区，有2000多户居民。小区内还“藏”着5
个小小区，小区居民进出必经过天虹小区。
天虹社区党委副书记张何露说，开发商当初
拿地后先建成天虹小区，后因种种原因没有
续建。剩下的土地，由不同的开发商开发，相
继建成金华庭、电厂小区等5个小区，物业公
司不同，物业服务一家一个标准。

这种小区里套小区的格局，给居民造成
不小的麻烦。天虹小区没有物业管理，处于
开放式状态，只有317个车位的天虹小区每
天塞进500多辆车，上下班时间堵成一锅粥，
因抢车位、车辆擦碰等引发的矛盾频出。

去年1月，天虹社区召开“共叙乡情共话
发展”新春恳谈会，社区邀请6位小区居民代
表出谋划策，提出“大物业”设想，即引进一家
物业公司统管6个小区，在不降低现有物业服
务质量的基础上，将天虹小区纳入物业管理。

然而，10余家应邀前来洽谈的物业公
司，均不愿接手。他们认为：天虹小区物业费
预收缴率不足20%，公司要亏；其他小区品
质有高有低，仅靠一个物业、一套标准难以解
决众口难调的问题。

“坐在办公室里想问题，不如走出去找办
法。”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社区问计于民。走访
中，社区居民刘平站了出来。刘平是黄石一企
业老板，看好大物业运营模式。他认为：短期
看，大物业运行后，是拿其他小区物业收益来
补贴天虹小区，摊薄企业利润。随着天虹小区
变好，居民自然会支持物业公司，要算长远账。

刘平注册黄石天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接管6个小区。天宏公司在进出片区的4个
出入口安装道闸、增设充电桩、合理设置停车
位，还增设车辆管理专职保安，确保小区内车
辆停放有序。今年4月，公司配合社区对天
虹小区广场升级改造，打造一片绿意盎然的
共享花园，使之成为各小区居民健身休闲的
聚集地。

天虹小区
有了统一“管家”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磊、通讯员廖巍巍、
熊静怡）“经过民警调解，我们两家都没异议。”
近日，黄石市公安局新港分局海口湖派出所运
用“六尺巷”工作法调解一起邻里纠纷。

黄石新港园区海口湖管理区经天村的费
某甲与费某乙是邻居。本月初，费某甲为改
建自家房屋，便在两家之间的通道建起围墙，
造成费某乙出行不便，费某乙遂向海口湖派
出所报警。

“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当
日，民警讲述“六尺巷”的故事，引导双方当事
人换位思考，从法理、事理和情理出发，劝说
双方各退一步，促进问题解决。

经耐心调解，费某乙同意让出10余厘米
宽的道路让费某甲搭建围墙，对方则表示愿
意在拆掉现有墙基的同时，也退后10余厘米
搭新墙。两家各让一步，握手言和。

“此次运用‘六尺巷’工作法，让我们找到
了调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又一良方。”新港公安
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瞻宇说。

今年以来，该分局通过“找堵防”“冬季行
动”等，积极开展基层矛盾纠纷摸排工作，从
源头上“对症下药”，严防“小事拖大”。截至
目前，已调处矛盾纠纷800余起，调处成功率
在95%以上。

“六尺巷”工作法
巧解纠纷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磊、通讯员陈向东、
周红胜）近日，大冶市陈贵镇两家农业企业入
选2024年湖北省企业典型创新案例。作为
全国百强镇，陈贵镇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深
度合作，推动农业产业优化升级。

此次入选的湖北添受农业、义顺椪柑2家
企业均建立专家工作站。其中，添受专家工作
站由湖北师范大学潘继承教授领衔，聚焦水果
翠冠梨新品种培育种植、采用病虫害绿色防
控、水肥一体化等技术试验示范，实现了果品
与果质的全面提升，翠冠梨亩产达3000斤；义
顺合作社专家工作站由武汉市农科院专家刘
义满领衔，通过柑橘高位嫁接技术培育杂柑新
品种爱媛28，推动柑橘品种不断改良。

下一步，两家专家工作站团队将为企业
提供战略咨询、科技攻关和技术支持，共同破
解水果柑橘产业品种改良、柑橘种质资源保
护、新品种筛选、良种繁育等难题。

目前，陈贵镇选聘农业科技特派员15名，
创建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1家，省级专家工
作站3家，重点围绕柑橘、小龙虾、猕猴桃、食
用菌、草莓等特色产业进行技术攻关和示范。

陈贵镇建立3家
省级专家工作站

共同缔造 黄石实践
自主研发制冷家电“中国芯”

东贝压缩机畅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杨富春
通讯员 俊辉 肖琼 赵羽

12月6日，第四届湖北省高价值专利大赛
结果揭晓，黄石东贝压缩机有限公司“共鸣腔
式吸气消音器及制冷压缩机”专利获优秀奖。

作为制冷电器的“心脏”，一台压缩机，
60个零件。东贝压缩机公司58年来不断创
新突破，832项专利获国家授权，其中发明专
利76项。

专利技术涌现，核心技术突破，东贝压缩
机耗电更少、噪音更小、重量更轻，畅销全球
60余个国家和地区，年出货量4000万台，单
一品牌销量连续多年全球领先。

一年获27项发明专利

2024年，是东贝技术创新成果最丰硕的
一年。

至11月26日，东贝公司今年已获27项
发明专利，这一数据同比增长575%。围绕
压缩机减振降噪、性能提效、机械结构优化、
变频控制器开发、工艺工装应用等开展技术
创新，公司申请技术专利127项。

“我们一直积攒力量，今年集中爆发。”东
贝研发中心部长袁庆庆说，公司设立多项创
新奖励政策，如董事长特别创新奖、开发奖、
专利奖等，每获一项专利，工程师会有相应奖

励。重大技术突破，会在应用基础上按1.5
至3倍的额度再奖；颠覆性技术，经评估奖金
可达50万元。

东贝压缩机公司研发中心150多人的研发
队伍，有不少来自巴西、韩国等的业界技术“大
咖”。技术带头人杨百昌，作为从事制冷压缩机
领域几十年的专家，坐镇研发中心，带领团队，
潜心研发。如今，东贝公司制冷压缩机板块每
年研发投入2亿元，占公司营收4%左右。

为解决压缩机机芯和支撑结构之间振
动，产生噪音的问题，东贝变频产品开发主管
曹烜伟发明了“一种压缩机机芯减振支撑结
构以及压缩机”专利，应用于公司压缩机，大
大提升产品竞争力，“降噪、节能、高效是压缩
机核心竞争力，我们要让冰箱静些、再静些”。

自主研发替代进口芯片

2023年，东贝研发的超高效变频压缩机
通过国家级鉴定，制冷性能系数COP达到
2.18，居国际领先水平。

COP是单位能耗所能获得的冷量，是制
冷系统一项重要技术指标，制冷系数越大，能
源利用效率越高。对于压缩机企业来说，
COP达到2.18意味着什么？

早 在 2009 年 ，东 贝 牌 压 缩 机 凭 借
COP2.03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成为迄
今唯一获得此奖的压缩机企业，从2.03到

2.18，是大量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攻关。
以活塞间隙优化实验为例，东贝研发团

队装机测试100多个方案，每个方案至少三
台机械测试，历经数月，终于找出最优比。在
此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技术拓展优化，“一种
可伸缩的凸台活塞及其工作方法”获发明专
利，于2024年8月成功授权。

关键核心技术买不来，自我点滴突破都
会带来巨大回报。2021年，东贝自主研发的
第 6 代“VBF”变频压缩机，COP 值突破
2.15，这款全球领先的超高效变频压缩机一
上市，就使东贝变频压缩机销量增长50%，
大量出口欧洲市场。

变频技术是东贝压缩机着力攻坚的重
点，“10年前进入该领域时市场容量仅5%，
现在达40%”。东贝研发中心部长助理肖建
华说，压缩机能耗与转速正相关，转速越快耗
电越大。东贝攻克变频技术，随着温度降低，
转速进行自适性调节，实现节电目标。

别小看了这转速的变化，一台冰箱一天
节约0.1度电，一年就是36度。以东贝压缩
机年出货4000万台计，年节电14亿度。东
贝自主研发的芯片替代进口，将压缩机芯片
价格由80美元降至10美元。

每年新品研发逾百个

东贝研发中心，设有技术先行研究部，时

刻关注行业前沿技术信息。
肖建华说，公司构建专利规划三维模

型，专利规划分析行业出现的新技术，生
成专利地图，随时捕捉行业最新技术成
果。

同时，研究部把整个行业相关技术做
成三维地图，如某处很密集，说明别人已
有专利布局，行业正往这个方向发展。如
某处很平坦，说明别人尚未有专利布局，
公司就要申请专利规划保护，储备新技
术。

关键技术开发一代、储备一代。今年
获批的同步、异步双缸制冷压缩机专利，就
是前瞻布局。“这个技术的山头，我们要插
上一杆旗。”黄石东贝压缩机有限公司技术
总工戴竟雄说，2025年，东贝将通过产品
高效化、小型化以及新能源技术开发，推出
系列新品。

东贝公司携手中科院理化研究所，进军
深冷领域，投入3000万元，成功研发出制冷
温度-86摄氏度压缩机，实现-200摄氏度超
低温技术突破，摆脱高端装备医用低温压缩
机和科研超低温压缩机依赖进口的局面。新
型冷剂的氦气、二氧化碳等新材料更环保，也
在研发。

如今，黄石东贝压缩机有限公司平均每
年新品研发130个以上，带动产业链200余
家企业发展，打造制冷家电“中国芯”。

西塞山区推广学生集中用餐陪餐制

让孩子们吃上
“妈妈的味道”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彭磊 肖露
通讯员 刘会长

“阿姨，我想吃根鸡腿。”“再给你加点青菜，
荤素搭配才有营养。”12月19日中午，黄石市
十六中，食堂窗口前，阿姨热情地给孩子们打
菜。食堂里，校长叶钊与学生坐在一起吃饭，为
饭菜打分。

2022年开始，校长陪餐成为黄石市十六中
的常态。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该校，探寻校
长陪餐制背后的故事。

味蕾中的校园记忆最长久

10时30分，叶钊戴上卫生帽和口罩，径直
走进食堂内厨。他一边翻看当天的采购单，一
边提醒厨房师傅注意出餐时间，“学生还有1个
多小时放学，等着吃上热乎的饭菜”。

53岁的苏师傅在机关食堂工作多年，刀工
熟练，眨眼工夫就将一整根莴苣切成整齐的薄
片。她说，厨房师傅全部手工切菜、手打肉丸，
要让孩子们吃上“妈妈的味道”。

2022年以前，黄石市十六中2000多名孩
子吃饭成老大难。一次，叶钊外出交流中，被原
北京十一中校长李希贵的一句话所触动：“原以
为对母校的记忆是名师，但绝大部分人给出的
答案是食堂。”

味蕾中的校园记忆最长久，这让叶钊更加
坚定办好学校食堂的决心。2022年9月，随着
十六中食堂开张，校方提出建立校长陪餐制。
每周5天食堂开餐日，校长、副校长等6名校领
导轮流与学生一起排队吃饭。

建立餐饮服务退出机制

12时，孩子们欢快地跑向食堂，电子屏显
示中餐菜谱：卤鸡腿、土豆烧牛腩、西红柿鸡蛋、
鱼香肉丝、红菜薹、河虾白萝卜丝和玉米水果甜
汤。

“三荤一素一汤13元，二荤一素一汤9元，
所有饭菜免费续加。”副校长郑文军说。

运营方是黄石市四季轩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2022年，校方经多番考察，最终以招投标
的方式确定了这家黄石本土餐饮企业。根据合
作协议，校方每年将食堂总收入22%用于支付
企业劳务服务费用，双方建立考评、退出等运行
机制。

郑文军坦言，校园食堂服务，众口难调，往
往难以兼顾营养、健康和美味，细节上的一点问
题就会被家长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不怕有问
题，就怕看不见问题。”校园食堂开放后不久，陪
餐的校领导发现每周的食堂饭菜总有一两次炒
咸了，一些学生也反映同样的问题。

校方追踪调查发现，这些菜均出自一位厨
师。此后，学校与企业暗中观察发现，该厨师
工作态度不认真，做事粗心大意，“我们启动退
出机制，要求企业重新派遣负责的厨师”。两
年来，该校启动两次退出机制，清退两名厨房
工作人员。

食材采购也是校园食堂管理难以被发现的
问题之一。校长陪餐之初，校方发现供货商极
力推荐切好的肉，其中总有一些肉口感与新鲜
肉有区别。原来，个别供货商为追求利润，偷偷
把冻肉掺进鲜肉里卖。

“学校明确所有肉类必须是没切好的整块
肉。同时，我们不定期开展问卷调查，请学生对
菜品、口味等打分。餐饮企业获得分值高，学校
额外给予奖励。”叶钊说。

家长老师陆续参与陪餐

“食堂的汤喝不腻！”“希望每餐都有鸡腿
吃！”黄石市十六中食堂心愿墙上，学生将心愿
写进便利贴。

“我们一直竭尽所能满足孩子们的心愿。”
叶钊说，此前，很多学生反映要吃炸鸡腿，学校
和家长认为油炸食品不健康，不适宜作为食堂
菜品供应。为了满足孩子吃炸鸡腿的愿望，厨
师们将鸡腿清蒸后，再在鸡腿表皮抹上调味料，
最后干烤。这种香脆的鸡腿特别受孩子欢迎。

当天，学生家长何祥军品尝食堂中餐后竖
起大拇指。他感慨说，从食堂环境到菜品种
类、口味，处处细节都看得出校方和企业的责
任心，“学校能把‘大锅菜’做得又便宜又好吃，
真是用心了。”

自校长陪餐制实施后，家长、老师陆续被吸
纳到陪餐队伍。今年，西塞山区关工委、教育局
等部门班子成员也走进校园，和师生们同窗打
菜、同付餐费、同桌进餐，体验师生排队取餐就
餐流程，确保学生的饮食安全和营养健康。

目前，西塞山区建立陪餐长效机制，制定
《西塞山区教育局班子成员到学校陪餐制度》
《西塞山区关工委班子成员到学校陪餐制度》
等，推动博雅寄宿学校、西塞学校、黄石九中等
学校落实学生集体用餐陪餐制度。

老师陪学生在食堂用餐。（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肖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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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贝集团自动化生产车间，产品源源不断下线。（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薛婷 通讯员 周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