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我市抢抓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融合发展机遇，创新推进制造业智能
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从政策、服务、培育等
方面发力，加快“智改数转”步伐，以数字赋能
制造业转型升级。

图为江苏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全自动生
产线，工人正在操作设备。据悉，该公司传统
生产线需二十多个人，现在只要一个人就可
以把产品都生产制作完成。 ■朱天羽

关注2022年9月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程凯 美编：于腾龙 3版

本报讯 日前，省文明办公布2022年8月“江苏

好人榜”名单，我市周晓平、丁友才2人光荣上榜。

周晓平，江苏和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金湖县荷

都法轩普法艺术队理事长。20多年来，周晓平孜孜

不倦地前行在法律志愿服务路上，走进社区、企业、

部队、机关、学校等开展普法宣传讲座千余场次，志

愿服务时长近8000小时。她积极承办200多件法

律援助案件，用专业知识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得

到基层群众的认可和称赞。

丁友才，金湖县塔集镇横桥村村民。1997年，

丁友才妻子意外遭遇车祸导致半身瘫痪，丁友才花

光家中积蓄为妻子治病。为了更好照顾妻子和患有

小儿麻痹症的大儿子，他辞去工作，用空闲时间打零

工补贴家用，每天在家和工地之间往来奔波。

■融媒体记者 蔡雨萌 通讯员 吴洋

8月“江苏好人榜”发布
我市2人上榜

本报讯 8月31日，市文旅局、市文联联合举行

纪念淮剧一代宗师筱文艳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暨筱

派艺术演唱会，缅怀筱文艳淮剧艺术的一生。

筱韵悠扬，淮音绕梁。筱文艳是淮剧一代宗师，

“筱派”旦角表演艺术创始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淮剧）代表性传承人。她创立的“自

由调”丰富了淮剧的曲调板式，塑造了《白蛇传》中的

白素贞、《女审》中的秦香莲、《党的女儿》中的李玉

梅、《海港的早晨》中的金树英等无数栩栩如生的艺

术形象，被著名剧作家罗怀臻赞为当之无愧的淮剧

“元神”。

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回顾了筱文艳先生的

艺术成就，表达了对筱文艳先生敬仰、爱戴之情。与

会者一致认为，通过对筱文艳先生艺术的总结，将不

断激励淮剧演员，尤其是年轻演员传承和弘扬一代

宗师的“艺”和“德”。筱派艺术演唱会上，来自我市

淮剧界的明星演员奉献了精典的唱段，让与会者切

身感受到了筱派唱腔委婉、柔美、抒情的艺术风格。

■融媒体记者 刘权

筱韵悠扬
淮音绕梁

2013年，王竹的儿子王学宝出了意

外，欠下了好几十万，这对王竹一家来说

简直是晴天霹雳。幸运的是，在王竹的鼓

励支持下，不久后，王学宝在上海开起了

淘宝店，不断钻研学习，生意也日渐红火，

2015年还成立了上海雨味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食品、农产品、奶茶原料等。在儿子

的劝说下，2019年王竹回到了涟水老家，

帮儿子在淮安仓库给买家发货。“我这是

给儿子打工。”王竹笑着说。

现在，王竹白天在淮安仓库发货，晚

上住涟水。家中的地早已承包给了大户

种植，他工作之余还能好好放松，过上了

边打工边养老的生活。“这几年，家里买了

房、买了车，生活越过越好。”新房交付后，

王竹打算好好装修一番，为了选装修材料

和家具家电，老两口跑了不少家具市场，

乐此不疲，日子过得充足又幸福。

“现在孙女住校，儿媳每周都从上海

回来看孙女，前两天儿子还带孙女去浙江

玩，口袋有钱了，可以去旅旅游、看看风

景，以前这样的日子根本不敢想。”提起现

在的生活，王竹脸上挂满了笑容。如今，

王竹住上了小区，过上了城里生活，宽敞

的道路、明亮的路灯、川流不息的车辆，一

切都让他感觉很美好。

生活富裕不忘回报家乡。偶然间了

解到村里五保户的生活状况后，王竹一家

立马给村里捐了一万五千元，慰问五保

户、困难户，帮助困难人群渡过难关。“作

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涟水人，致富思源，为

家乡的贫困户、困难户送去一点心意，这

是我应该做的。”王竹说，现在老家有越来

越多的人改变了“再穷也不外出”的旧观

念，迎来新生活，他非常开心，也希望家乡

人都能越来越好。

从蹬三轮、拉面馆打下手、冷库里拉肉，到做水产生意……

他笑着“给儿子打工”

“美好生活是闯出来的。”涟水县涟城街道村
民王竹笑着说。从蹬三轮、在拉面馆打下手、在
冷库里拉肉，到做水产生意，再到给儿子“打工”，
王竹不怕苦不怕累，靠着日复一日的辛勤努力，
闯出一番天地，过上了幸福生活。如今，王竹一
家住上了新房，买了新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融媒体记者 刘梦 通讯员 刘岳文

王竹，1965年出生，个头不高，心气

却高。王竹家有兄弟姐妹七个，小时候家

里穷，日子过得苦，长大后分家什么也没

分到，生活穷苦潦倒。成家后，王竹靠种

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销，有了孩子后，

王竹更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日子过得精

打细算。“我想着要多挣一点，少花一点，

自己苦点累点没关系，不能苦了孩子啊。”

王竹说。王竹坚持辛勤劳作，希望能让家

人过上好日子。

靠着种地，王竹一家过着平淡安稳的

生活。谁料，意外忽至，二十多岁的王竹，

不幸患上了肝炎。此时的家中收入微薄，

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要照顾，王竹本

不想去治疗，省些医药费，但是在家人的

关心劝说下他决定接受治疗。四次求医

问药，让本就贫穷的家庭更窘迫，无奈之

下，王竹只好找熟人借钱。他四处凑钱，

终于看好了病，但是家里的日子更拮据

了。

靠种地收入，难以应付各种风险，家

中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王竹毅然前往上

海打工，决心闯出一些名堂来。1991年，

王竹带着妻子背井离乡来到上海，人生地

不熟又没有技能的他，屡屡碰壁，打工十

多年来，王竹蹬过三轮车，在拉面馆打过

下手，在冷库里拉过肉……只要能挣上

钱，不管多苦多累的活他都干。

“我没文化没知识，只有一身力气，就

得不怕苦不怕累。”王竹说。其实仅凭吃

苦耐劳是不够的，王竹还有坚韧不拔的意

志。刚开始打工时，由于不熟练，王竹时

常挨骂，但是遇到再多困难、委屈，他都默

默承受。靠着勤快好学，他很快便获得了

老板认可，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为了让

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王竹和妻子出来打

工，三个孩子都留在了涟水，由孩子奶奶

照顾。

“每次离家，儿子女儿都哭着不让爸

爸妈妈走，我们也很难受，但是为了孩子

们的生活，我们不得不出去。”王竹说。因

怕花钱，王竹和妻子每年只有过年回家，

一年从头忙到尾，却没法照顾孩子，这也

让王竹非常内疚，发誓生活稳定后要将儿

女接到上海。

●外出打工立志闯出名堂

“老是打工也不是办法。”王竹说。十

多年的务工生涯让王竹积累了一定经验

和技能，2007年，他开始尝试创业，做起

了水产批发生意。

每天凌晨3点起来进货，7点进完货，

回家吃早饭，饭后妻子在摊位卖海鲜，王

竹则一家家地给饭馆送海鲜。上午送完

海鲜，中午休息会儿，下午去摊位和妻子

一起卖海鲜，直到晚上9点多结束工作，

从天不亮忙到天黑，王竹一天睡眠时间不

到6小时。“那会没货车，进货、送货都是

骑电瓶车，车上塞得满满当当的，最怕的

就是遇到雨雪天气。”王竹说。在上海时，

为了不耽误工作，夫妻俩无论刮风下雨，

还是严寒酷暑，都坚持去卖海鲜，靠着日

复一日的坚持，生活逐渐有了起色。

做生意除了辛苦，有时还有意外发

生。2008年的一天，王竹给一家饭店送海

鲜，结果第二天再去饭店，老板就不见

了。王竹四处打听老板行踪，才知道老板

拖欠了不少人的工资和货款，还不上就跑

路了。“整整4万多块钱的货款要不回来

了，一整年白做了不说，还要倒赔钱。”王竹

说，那一年他深受打击，痛苦低迷了好一

阵才走出来，决心更加努力地工作。

为了让三个孩子享受到父母的关怀，

2013年，王竹将女儿和儿子接到了上海，

虽然一家五口挤在20平方米的小房子

里，但好在一家团圆了，王竹也觉得生活

有盼头。后来，两个女儿在上海各自找了

工作，儿子也开始了创业，王竹拉货的车

也从电瓶车变成小货车再到大货车，靠着

努力，一家的生活也越过越好。2015年

后，水产生意不好做了，每年挣的钱基本

就够开支，但王竹一点也不气馁，始终踏

踏实实干。

●尝试创业努力改善生活

●再次“打工”过上富裕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