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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故事

“有请红塔集团 2023 年度先进生产
工作者称号获得者——办公室陈波上台
领奖！”2月 6日，昭通卷烟厂礼堂内座无
虚席，2024 年度职工代表表彰大会正在
进行。当被主持人叫到名字时，陈波的内
心激动万分。

试一试，才知道自己行不行

时间回溯到2021年……
“山水有缘，同船过渡共朝夕。今天

我从服务岗位上退休了，很高兴与大家共
事一场。”李姐微笑着和同事们告别。

“陈波，再过几年也轮到你退休了。”
其他同事笑着附和道。

听到同事打趣的那一刻，50 岁的陈
波五味杂陈。“自己还年轻，还干得动，怎
么就快到退休年龄了呢？”

恰逢工厂内部科室竞聘，办公室文书
岗位映入了陈波眼帘。

“我可以吗？若是能竞聘到管理岗
的文书岗位，我还能多干 5年，但我这个
年纪还能胜任吗？”陈波躺在床上，辗转
反侧，若是去竞聘，从未接触过的文书工
作让她发怵，若是就此放弃，实在是心有
不甘。

“无论到哪里干都是工作，不试一试，
怎么知道自己不行。”

打破枷锁的第一步是勇敢尝试。骨
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还是让陈波鼓足
勇气主动提交了竞聘申请，踏出舒适圈，
走上了办公室文书的历练之路。

“老”鸟先飞，也能后来者居上

都说隔行如隔山，文书工作复杂烦
琐，熟练掌握各类办公软件只是基本要
求，还需要兼具扎实的业务技能和出色的
工作协调能力。50岁的陈波，能行吗？

正值昭通卷烟厂退休人员社会化工
作进入档案移交环节，成百上千份用印盖
章任务压在了才接手文书工作的陈波身
上，因工作流程不熟悉、办事效率不高，她
时常忙得焦头烂额。

常言说，越是忙的时候越是要出乱

子。一次，因发文格式错误，陈波受到
了办公室领导的严厉批评。“公文格式
无小事。公文就是脸面，不仅体现你个
人和部门的履职水平，更代表了工厂的
形象。”陈波对自己粗心大意造成的工
作失误深感懊悔，也因新岗位带来的挑
战而压力倍增，她躲在角落里默默流眼
泪，也对转岗的决定陷入了深深的自我
怀疑。

好在她的努力和困境，领导和同事
们都看在眼里。部门领导找到了陈波单
独谈心交流、询问工作情况和困难，语
重心长地说：“要当好文书，学习是必不
可少的。不怕，我们一起学习！”语毕，
领导拿出了《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
准应用指南》送给陈波，同时拟定培训
计划，一步步帮助她熟悉掌握公文格式
的基础知识。

然而，对于只有全日制技校学历的陈
波来说，压力很大、困难不少。工作间隙，
她躲到一边如饥似渴捧起业务书籍认真
研读；遇到疑惑，虚心向领导和同事请教，
一遍遍练习；回到家，整理一天的收获，又
一次次温习。在她随身携带的小本本上，
密密麻麻写着每天办文办事的记录、遇到
的难题及解决方法等。

这种“笨办法”，使她能快速掌握文书

岗位的工作要点，公文收发基本信息“一
口清”，时限要求“两不误”，用章用印流程
顺，发文校对快又熟。工作一步步得心应
手，陈波很快成长为领导的得力助手。

文书伴侣，就是“键盘+咖啡”

“陈姐，有份请示必须今天发到集团
办公室，又要让你们加班了。”负责技改项
目的同事挠挠头，抱歉地说道。

当夜幕降临，远远望去，办公室的灯
依旧亮着，隐约还能听到噼里啪啦敲击
键盘的声音。推门进去，原来是陈波还
在加班，桌上放着一杯喝了一半的咖啡，
眼中有点倦意，却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
电脑屏幕。没有人知道她在文书岗位上
熬了多少夜晚，加了多少班。每当有人
提起，她总是微微一笑说：“职责所在！”

这些年，陈波除了担任随叫随到的
“全天候文书”之外，还兼职办公室预算管
理员，认真负责地做好归口预算的申报、
登记和使用审核工作。

“老陈，你今天能按时下班吗？我已
经好久没吃到你做的饭菜了。”陈波的丈
夫有些委屈地在电话中说道。

都说一旦步入文书岗位，加班就是家
常便饭。陈波几乎把时间和精力全部奉

献给了文书岗位，她“舍小家、顾大家”的
奉献精神，默默感动着身边的同事。

风景，“圈”外的更好

“陈姐，今天领导出差，用印申请的单
子又签不了，工作进度只能先搁置了。”日
常盖章较多的小张叹气摇头。

的确，一次用印申请流程上不仅涉及
部门领导审核，还要经过工厂领导审批。
如果遇到领导开会、出差找不到人的时
候，签字本身就成了难题。

“在确保规范的同时，我们能不能开
发自己的用印线上审批流程呢？这样办
事人员跑腿难的问题就解决了，领导签
字的工作量也能减轻不少。”作为一个不
喜欢待在舒适圈的人，她在意识到现有
的工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后，再一次
萌生了打破固有工作模式，挑战数字化
办公的想法。

为此，她主动向领导请示汇报，并多
次找部门领导协商沟通，在领导确定实施
用印线上审批流程工作时，主动承担起收
集用印清单、系统测试等工作，完成了流
程申请、用印培训等工作，成功实现了从
线下转移到线上审批，真正达到了简化审
批流程、减少用印申请经办人的工作量、
有效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2023 年，昭通卷烟厂合计线上用印
1137次，线下审批596次。“50岁的老同志
太要得啦，不但肯干还很有想法！”同事们
纷纷给陈波竖起大拇指。

从容履新、成功破圈，陈波用一次次
“零基础”的勇敢突破，成就了自己。

50 岁女工“破圈”记
通讯员 张 瑞 文/图

四月，是收获筇竹笋的季节，竹枝飘
摇，竹笋悄然“拔”尖，绿色大地焕发出勃
勃生机，映照着笋农们丰衣足食的美好
生活。

筇竹笋，绥江县板栗镇罗汉坪主要的
经济作物之一。每年四月，在潮湿多雾的
罗汉坪，筇竹笋从山脚向山顶渐次萌发。
笋农的身影在竹林间若隐若现。采笋虽
苦，但筇竹笋却是罗汉坪这片金山银山赋
予笋农们最好的丰收之礼。目前，绥江县
有筇竹面积 7 万亩，年产筇竹笋约 1500
吨，带动近4.2万笋农增收致富。

4月13日，清晨5时30分，闹钟“叮铃
铃”响起，睡梦中的笋农周发贵随即起床，
开始一天的忙碌。

天气预报显示绥江县今日最低气温
17℃，是个晴朗天气。但在罗汉坪海拔
1500米的高山上，笔者还是感到了阵阵
凉意。周发贵起床后到院子里看了看，
喃喃自语道：“今天是个采笋的好天气，
但不是笋子生长的好天气。”雨水越是充
足，竹笋长势便会更加喜人。尽管下雨
天会增加采笋的难度，但笋农们依然期
盼更多的雨水天气。

周发贵的妻子杨在碧在厨房生火做
早餐，像多数笋农一样，老两口的早餐也
是米饭、腊肉、素白菜，还有一碗昨天新采
的竹笋做的酸菜竹笋汤。

吃过早餐，6时 30分许，老两口就穿
上雨靴、采笋专用外套，拿上削笋的小刀、
自己制作的笋兜……骑上摩托出发了。

上山采笋路上，总能碰见三三两两的
笋农，或骑摩托，或开三轮车，还有开小汽
车进山采笋的。相互之间打个招呼，开几
句玩笑，说说笑笑一起走。

10 多分钟后，周发贵就到了他家的

“地盘”——公路旁一片陡坡上的竹林。

“取大留小”是自然之道

采筇竹笋不仅是个体力活，还是个技
术活。

筇竹笋毛壳与地上的枯叶颜色相近，
要想又快又准地找到适合采摘的筇竹笋，
既需眼力，也需脑力。周发贵边找竹笋边
说：“太小的笋不能采，太嫩了没长起来，
挖了可惜，太老的采去人家也不收，要采
合适的。”在竹笋旺长期，一片笋林每隔两
三天就可以进行第二次采摘了。

“哪些才是合适的？”周发贵从七八岁
就开始进山采笋，采笋 40 多年的他一边
手不停歇地采笋，一边向笔者解释：“我们
采矮留高，比如像这种高的就不采它，留
上一两年就是竹子了，如果你把深的竹笋
掰掉，这个竹林就会老化，一老化了它就
会死，所以每一年都要留一些新竹子。”

说话间，周发贵看中了一根合适的筇
竹笋。只见他前倾上身，左手捏住竹笋根
部轻轻一掰，“啪”一声，竹笋应声而断，右
手的采笋刀从笋尖到笋的根部一削，然后
将笋壳从头到尾一卷，一颗鲜嫩诱人的
竹笋便呈现在了眼前，把根部比较老的
那一截掰掉，往背上的笋兜一丢，便继续
下一棵竹笋的采摘。动作干净利落，一
气呵成。

在竹林的一小块相对空一点的地方，
有一根看起来合适的筇竹笋，但是周发贵
摇头说，这根笋长得好是好，但是采不得，

“竹笋合不合适，除了看大小，还要看它生
长的位置。”

“取大留小，取矮留高，取弱留强，不
但要采得好还要留得好。”周发贵朴素的

话语中，透露着笋农质朴的可持续发展的
哲学。这是为竹林不断壮大的生长之道，
也是为子孙后代留下的生存之道。

一家人的希望

从山脚采笋而上，周发贵的笋兜越来
越重，走路也越发吃力。汗水顺着胡须滴
落下来，衣服也被汗水和露水浸湿了大半。

笋不等人，眼下正是采笋的最好时节。
无论每天有多累，周发贵夫妇俩都会迅速将
竹林中适采的竹笋采回。

“家里 4个孩子，两个闺女在读书，一
个初中，一个高中，一个星期需要 600 元
的生活费。”杨在碧说，在政府的引导下，
农技专家进行了竹林管护技术培训之后，
大家的管护意识和管护水平都有所提高，
卖竹笋的收入较之前翻了 3 倍。村民们
家里现在不仅盖起了小楼房，还买了摩托
车、三轮车、小汽车。

筇竹笋的采摘周期在 40 天左右，但
适合采摘的生长周期只有三四天，只要冒
尖，筇竹笋就会迅速生长。“有时候，一个
晚上就能长10多厘米。”杨在碧说，“错过
采笋的时间，笋子就老了，卖不上价。”

一个上午，老两口便将装笋的口袋装
得满满当当。15时许，笋商们开着货车在
竹基地产业道路上沿途收笋。周发贵背
着满满一口袋筇竹笋到路边，又返回竹林
里背了半口袋出来。

就在竹林边上秤一称，按照 7元 1斤
的价钱，笋商现场便把 1200 元的笋钱支
付给了周发贵。由于山上没有信号，笋商
们都会带着现金结账。

周发贵和其他笋农今天采的筇竹笋
会被快速运到盐津、四川宜宾等地加工。

晚饭
时，这些早
上还浸润着雨
露和泥土的新鲜筇竹笋，就会出现在千
家万户的餐桌上。

“我家有 100 多亩筇竹林，劳动力
不够，租出去了 60亩，剩下四五十亩自
己采摘。”周发贵说，这个采笋季，出租
竹林和采笋的收入预计能有8万元。

拔节生长的生活

“以前卖笋可没这么轻松。”
卖完笋，夫妇俩坐在竹林边吃点零

食歇口气，周发贵打开了话匣子：“易地
扶贫搬迁前，我家住在罗坪村木瓦沟深
处，去板栗集镇上赶个集，天不亮就出
门，天黑透了才能到家，有的村民一辈
子连绥江县城都没到过。采笋难卖笋
更难！”

近年来，山里的路修好了，笋商直
接开车等在竹林边收购，鲜笋不愁销，
笋农也不用背着笋翻山越岭去卖了。

笋商李文富边装笋上车边说：“现
在竹笋管护得好，产量提高了，我已经
收了 400 吨，到采摘期结束，预计要收
800吨左右。”话音未落，小货车的发动
机便响了起来，李文富说，这个时候每
耽误几分钟，就可能少收几百斤鲜笋。

“我们罗坪村有两种竹林，一种是
方竹，另一种是筇竹。每户人家多的有
300 多亩，少的有几十亩，每年多的可以
有10多万元收入，少的也有几万元收入，
这竹林就是我们存在山上的银行，一年可
以采两季笋子，给我们增加经济收入。”看
着漫山的竹林，周发贵夫妇俩眼神里充满

感激和骄傲。
四月的罗坪万亩竹基地绿意盎然，欢

声笑语和笋香交融，笋农们脸上收获的红
晕与晚霞一色。竹林深处，筇竹笋带着汗
水争先恐后破土而出，承载着笋农们对美
好生活的希望，拔节生长。

笋农周发贵忙碌的一天
通讯员 孔 菲 谢 贤 徐 勇 文/图

周发贵在采笋周发贵在采笋。。

破土而出的竹笋破土而出的竹笋。。

陈波分享如何使用用印审批流程陈波分享如何使用用印审批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