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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波
通讯员 陈智勇 罗群

近年来，湖南高速集
团邵阳分公司（简称“邵
阳 高 速 ”）坚 持 以 人 为
本，打造了一支能吃苦、
善 战 斗 、讲 奉 献 的 高 速

“路灯”志愿者队伍，力
所能及地为司乘人员提
供 帮 助 ，护 航 司 乘 人 员
安全畅通出行。

这两天，他们又为司
乘人员纾困解难了。

12月3日17时39分，
邵阳高速隆回管理所工作
人员、“路灯”志愿者周宏
谕、陈智勇、戴斌三人，巡
查至G60沪昆高速邵阳段
西往东方向 K1268 处时，
发现一辆打着双闪的湘E
牌照小货车停在应急车
道，驾驶员在车旁徘徊，存
在安全隐患。见此情景，
三人立即靠上前、拉响警
报，在小货车后做好安全
防护措施。

经询问得知，原来，
岳先生驾车行驶至该处
时右前轮突然爆胎，他立
即停靠应急车道，但因车
上无备胎只能找救援，他
没有拨打官方救援电话
12122、96528，而 是 用 手
机上网搜索高速救援，选
中一家名叫顺宜汽车服
务公司。岳先生按对方
要求，先通过微信转账支

付 600 元定金，待完成救援后再支付 600 元尾款。可苦
等了近一个小时，“救援人员”却迟迟不见踪影。

了解情况后，“路灯”志愿者帮助岳先生联系官方高
速公路车辆救援。不到 10 分钟，高速救援团队到达现
场，对爆胎车辆进行修理。期间，岳先生与顺宜汽车服务
公司在网上平台再次取得了联系，在管理所人员的沟通
协助下，成功退回了驾驶员部分订金。临行前，“路灯”志
愿者再三叮嘱岳先生，若再碰类似情形，一定要拨打官方
救援电话。

两天后的12月5日，气温骤降，寒风瑟瑟。
邵阳高速新宁管理所值班人员、“路灯”志愿者李希、

江彪、李波等人，巡逻至 G59 呼北高速南往北 K2058+
400M处时，发现一辆车牌为湘AEXxxx的货车开着双闪
灯停在应急车道。

见状，李波立即靠边停车并开启警示灯，江彪快速下
车在来车方向摆放锥桶设置安全区域，李希则立马上前
了解情况。

经询问得知，车主姓贾，驾驶满载甘蔗的货车从广西
全州至湖南邵阳。不料，当车辆行驶至该处时，车辆突然
爆胎失控偏向一侧，好在他反应迅速，勉强稳住车辆移至
应急车道内停稳，但自己缺少换胎工具，正焦头烂额时便
遇到巡查人员。

考虑到更换货车轮胎需要用到气泵，在征得同意后，
“路灯”志愿者帮贾先生拨打了施救站的值班电话。20
分钟后，施救站人员到达事故现场。李波、江彪和施救站
人员一齐动手，李希全程对救援服务进行监管，并维持现
场交通秩序。30分钟后，货车轮胎更换成功，车道恢复
正常通行。

尽管寒风阵阵，但巡逻人员们的额头上还是布满了
细小的汗珠。看到巡逻人员们的全力相助，贾先生紧紧
握着李希的手说道：“爆胎后，就及时被你们发现了，并且
帮我把胎换好了，太感谢你们了。有你们在，我们高速出
行很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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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熹珩

设计、安装、不断进行模具测试和调整……12月2
日，塔北东路有一座不起眼的破旧门面，退休职工刘伟
义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发明专利：蛋饺模具。

这里是刘伟义的“秘密基地”，屋内设施陈旧，摆放
着各类具有“年代感”的机械设备。他用妙思巧手，坚持
创新。

早在1992年，刘伟义凭借对机械的敏锐洞察力和
深厚积累，研发出一款椭圆形消声器。该款消声器采用
独特的消声原理和结构设计，能够有效降低噪声。而当
时该厂使用的是从北京、上海等地的消声器，想要替代
原有产品，则需通过严格的专业测试。

“测试通过后，我们厂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就淘汰
了当时在北京、上海订购的消声器。”刘伟义说，该产品
凭借优异的降噪效果和耐用性，迅速在邵阳地区市场崭
露头角，还远销浙江，为该工厂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2006 年，退休后的刘伟义并未选择安逸的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翻阅到《中国食品报》一篇关于生产
蛋饺的报道。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查后，刘伟义发现：
市场上的蛋饺以手工包制居多，产量有限，生产效率低，
如果用现有的机械工艺包制蛋饺很容易破。蛋饺作为
一种家常食品在邵阳地区占据重要地位。于是，一个大
胆的想法在他心中悄然萌芽：何不将自己在机械领域的
专长应用到食品生产中去，研发一款新型的蛋饺模具，

实现产量和质量双赢？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刘伟义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投

入了蛋饺模具的研发中，反复推敲，不断试验。小屋里，
堆满了各种设计图纸、模具样品，还有机械设备。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他终于成功研发出了两款
新型的蛋饺模具。这两款模具不仅生产效率高，而且制
作出造型各异的蛋饺，能够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上模
和下模通过锁模扣紧密地组合在一起，形成蛋饺的成型
腔。这一设计能够塑造出各种形状的蛋饺，如金元宝
形、圆球形、圆柱形等。”刘伟义说。2016年和2017年，
他分别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为创新成果加了一层
法律保障。

然而，将这款创新产品推向市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由于企业规模小、知名度低，他的蛋饺模具在市场
推广过程中遭遇了冷遇。“许多乡亲们吃过用我的蛋饺
模具做的蛋饺都赞不绝口，也有一些厂家前来考察，却
因种种原因不愿轻易尝试。”刘伟义说。

面对冷遇，刘伟义没有选择放弃。他坚信自己的产
品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市场潜力，并且仍在不断完善设
计。“希望有一天，这些产品都能真正投入量产，这是我
最大的心愿。”刘伟义说。

小屋一簇灯火，几十年如一日。这个永远为创意而
忙碌的身影，今已年逾古稀。路虽远，行则将至。他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匠心独运与不懈
追求。

从消声器到蛋饺模具，刘伟义为创意而忙碌

妙思巧手 乐在其中

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李涛

本报讯 “多亏了民政社工们
对我的帮助，现在我有地方可住，有
收入，生活逐渐步入正轨。”12 月 9
日，武冈市双牌镇白竹村村民刘健
谈起自己的生活现状，很满意。

10月29日，武冈市双牌镇民政
社工站迎来了从浙江被护送返乡的
刘健。今年34岁的刘健在浙务工期
间突发疾病，经治疗后由当地有关
单位护送返乡。面对无房可住、无
亲眷依靠、无工作、无收入来源的困
境，刘健一度陷入了绝望。

为了确保精准救助，武冈市双
牌镇民政社工站社工肖湘兰一行在
得知刘健的困境后，迅速行动，多方

协调最终将刘健妥善安置在他堂哥
的老房子中。

“救助并非只是一时的帮扶。”
肖湘兰说。于是，她们帮刘健申请
了临时救助，很快，饱含关怀的临时
救助款获批发放，刘健利用这场“及
时雨”添置了取暖小电炉和厚棉被，
缓解了天气变冷却无防寒物资的燃
眉之急。

为了让刘健实现自力更生、融
入社会，肖湘兰积极发挥资源纽带
的作用，她根据刘健的身体状况与
技能特长，积极联络适配的工作岗
位。从周边工厂的手工活到社区服
务的基础岗位，肖湘兰反复筛选推
荐、陪同面试，最终帮助刘健在武冈
市双牌镇建辉饰品厂找到了工作。

这份工作不仅让刘健在劳动中重燃
了生活信心，更找回了自身的价值
感，开启了全新生活。

如今，刘健已被纳入低保保障
范围，并办理了残疾证，基本生活有
了兜底保障，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
了期待。“生活稳定了，日子也有盼
头。”刘健说。

近年来，武冈市民政局高度重
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通过武冈
市乡镇（街道）社工站项目，开展社
会工作服务与协助民政工作。全市
18个乡镇（街道）民政社工站通过个
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
方法，为困难群体提供了精准、有效
的服务，成为了连接困难群众与社
会温暖力量的重要桥梁。

武冈市民政社工站服务困难群体

冬日送温暖 点滴暖民心

12 月 6 日，
城步苗族自治县
土 桥 农 场 管 理
区，资江红美人
种植专业合作社
员工给下单的客
户采摘红美人。
连日来，该合作
社的红美人逐渐
成熟，基地里果
香四溢。

严钦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