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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余建文

在宁波人的食谱里，玉秃鱼
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水产。市面
上的玉秃鱼以海捕居多，但在
宁海西店，有一位年轻人，陪
着满池养殖的玉秃鱼，已度过

整整 10 年。
日前，记者来到宁海西店凫溪

村的海业盛茂水产养殖公司。增氧
机汩汩运转，沈昆穿着高筒雨靴，
走进昏暗的养殖车间，给池里的
玉秃鱼喂食。“这种鱼胆子小，趴
在池底，把食料窝在身下吃，必

须仔细观察，喂料多了或少了都
不好。”沈昆轻声介绍，生怕惊动
了鱼儿。

沈昆高高瘦瘦，是奉化桐照
村人。“我是‘渔三代’，爷爷是
打鱼的，父母在象山港鱼排上养
鱼，到了我这代，却是在养殖场
里 养 鱼 。” 沈 昆 说 ， 养 鱼 对 他 来
说，其实是跨行创业。他读的是
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宁波一家
企 业 干 了 三 年 ， 做 设 备 修 护 。
2010 年时，舅舅林位江在凫溪村
买地建厂，招呼他一起干，从此
他便被玉秃鱼“黏”上了。

养 殖 场 最 早 养 的 是 石 斑 鱼 ，
可 惜 效 益 不 好 ， 舅 甥 俩 合 计 后 ，
决定转型，考察了好久，确定养
玉 秃 鱼 。 玉 秃 鱼 学 名 半 滑 舌 鳎 ，
当时在国内属于养殖新品种，他
们 从 山 东 进 了 鱼 苗 ， 聘 请 了 师
傅，一面养一面学。“师傅干了不
到 半 年 就 走 了 ， 我 自 己 买 了 书 ，
上网查资料，不懂就向水产研究
院 老 师 请 教 ， 慢 慢 琢 磨 。” 沈 昆
说，养鱼的“门道”就这样一点
点摸索出来。

养鱼是件高风险的事，水质
控制、喂饲料、防病害，各个环

节 都 要 照 顾 到 ， 不 能 有 丝 毫 马
虎 。 养 玉 秃 鱼 还 有 个 特 别 的 地
方，只养雌鱼不养雄鱼，因为雄
鱼养不大。“但采购鱼苗时，没办法
分雄雌，只能靠运气，靠谱的供应
商很重要。”沈昆说，进鱼苗要进头
苗，雌鱼占比会高一点，要是买来
绝大多数是雄鱼，就亏了。一开始，
他 们 不 懂 ，吃 了 几 次 亏 后 才 摸 到
路数。今年上半年，基地进了 10 万
尾 鱼 苗 ，养 了 4 个 月 ，最 后 发 现 4
万尾是雄鱼，只好放归大海。

养 鱼 还 是 一 件 孤 独 的 苦 活 ，
一天三次投饵喂食，还要清理池
塘，沈昆吃住都在基地，连过年
都 不 得 闲 。“ 我 天 天 待 在 养 鱼
场，跟外界几乎没接触，一度担
心 连 老 婆 都 找 不 到 。” 沈 昆 说 ，
他 的 妻 子 是 奉 化 一 家 医 院 的 药
师，是经同学介绍认识的，婚后
有 了 孩 子 ， 一 家 三 口 都 住 在 养
殖场，直到孩子要读小学了，母子
俩 才 住 到 奉 化 去 ，留 他 一 人 和 鱼
儿 做 伴 。“ 好 在 是 利 用 地 下 水 养
殖，水温常年保持在 18 摄氏度至
22 摄氏度，不用锅炉加热，省了不
少工作量。”在养殖车间，沈昆用网
抄起几条鱼，查看生长状态。他告诉

记者，玉秃鱼最少要养 1 年才能当
商品鱼销售，养上两年条重有一公
斤以上，在休渔期出售给酒店，批
发 价 每 公 斤 近 200 元 ， 效 益 还 不
错。

几年历练下来，沈昆的养鱼技
术已独当一面，舅舅林位江放心地
让他当起了“总管家”。目前，海
业盛茂公司是浙江省内唯一的规模
化玉秃鱼工厂化养殖场，其出产的
金秃牌半滑舌鳎是宁波知名水产养
殖品牌，主要销售到山东等北方市
场。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吴
雄飞对沈昆赞赏有加：“这个小伙
子做事认真，养出的鱼质量也好。
如今，像他这样专心养鱼的‘渔三
代’非常少了。’”

10 年养鱼下来，沈昆经历了
不少波折，有一年连着进了几批鱼
苗，养了一两个月后几乎全军覆
没，损失 50 余万元。“鱼是给人吃
的，养殖安全第一位，千万不能乱
用药。这几年，我们在琢磨用中药
材来增强鱼儿的免疫力，抵抗病
害。”沈昆说，现在他养鱼越养越
有“味道”，“安安心心把这副担子
挑好，这也是我作为渔民后代的一
份责任。”

沈昆：10年陪伴玉秃鱼的“渔三代”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周唯轶 祝开然

工 作 日 的 每 天 早 上 8 点 半 ， 家
住海曙区江厦街道莲桥社区郭南小
区的卢世英阿姨将自己的小孙子送
到 学 校 后 ， 会 来 到 88 岁 的 “ 老 墙
门”邻居王阿婆家中，帮助王阿婆打
扫卫生、归置家中杂物，天气晴朗时
就帮王阿婆晒晒被子，还拉拉家常，
询问王阿婆身体情况，是否有代买日
用品等需求，忙完一上午，确认王阿
婆的需求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卢世
英才离开。

这样的日程安排是卢世英普通
的一天。热心的卢世英是莲桥社区

“独居老人帮帮团”成员，结对帮扶
社区的独居老人。

作 为 江 厦 街 道 典 型 的 “ 老 墙
门 ”， 郭 南 小 区 常 住 居 民 有 1400
人，老年人超过 1/3，其中独居老人
有 40 多 人 ， 他 们 中 很 多 人 行 动 不
便，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2012
年，社区成立了由 5 名热心居民组
成的“独居老人帮帮团”志愿者团
队，如今，经过社区的发动和志愿
者的带动，“帮帮团”志愿者队伍发
展到 30 多名成员。

“ 这 些 独 居 老 人 身 边 没 个 人 照
顾，我们是几十年‘老墙门’的邻
居，帮忙跑跑腿、做做家务是力所
能及的小事，不算什么。”卢世英这
样认为。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卢
世 英 心 里 依 旧 记 挂 着 老 人 。 虽 然
上 门 探 望 的 次 数 缩 减 了 ， 但 关 心
的 电 话 从 不 间 断 ：“这两天疫情严
重，不能每天上门了，特地打电话
来陪你聊聊天。有什么事情随时打
我电话，尽量不要 外 出 。” 而 当 孩
子 们 为 卢 世 英 送 来 口 罩 、 酒 精 等
防疫物品，她就留出一些为王阿婆
送去。

每每聊到卢世英，王阿婆心中
总是充满了感激，夸赞个不停。“世
英就像自家的孩子，这些年多亏她
照顾。我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她是
最 早 知 道 的 ； 我 心 里 有 什 么 疙 瘩 ，
也是她及时帮我疏解的；家里有家
电产品坏了，又是她帮着想办法修
理 或 者 置 换 ； 有 时 令 蔬 菜 上 市 了 ，
她也总是帮我买来。”王阿婆激动地
说。

而“帮帮团”成员徐亚妃阿姨
每天上午打扫好自家卫生，就会跑
到“老墙门”89 岁的邻居程爷爷家
探望。此外，她还隔三差五地来到
敬老院，看望独居老人谢奶奶。

徐亚妃和谢奶奶曾是 20 多年的
老邻居，她深知谢奶奶生活上需要
照顾，以往每逢自家烧好菜了，一
出锅她会盛一碗给老人送去；空闲
时 间 ， 她 常 去 谢 奶 奶 家 唠 唠 家 常 、
解解闷；逢年过节，经常买些吃的
穿的去看望老人。后来，谢奶奶住
进了敬老院，路远了不少，但是徐
阿姨依旧牵挂着这位与自己没有血
缘关系的老邻居，帮助和关心从未
停歇。

谢奶奶也被深深地打动了，她
把徐阿姨当作了贴心的“女儿”。每
次看到徐阿姨来探望，谢奶奶会像
小孩一样眉开眼笑，“亚妃一有空就
来陪我聊天，逢年过节送来各种点
心，还给我买新衣服、新鞋子，这
么 多 年 了 ， 她 真 是 比 女 儿 还 要 贴
心！”

“独居老人帮帮团”成员的故事
有很多，他们活跃在郭南小区“老
墙 门 ” 的 每 个 角 落 ， 聊 天 、 跑 腿 、
帮助解决生活难题，给予独居老人
心 灵 上 的 慰 藉 ， 让 老 人 晚 年 不 孤
独。“‘帮帮团’成员用温暖举动很
好地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的内
涵，尤其在老年居民占比高的‘老
墙门’，他们为社区注入满满的睦邻
温暖，拉近了邻里关系，让居民幸
福感增强了，让社区更具活力、更
有凝聚力。”莲桥社区党委书记罗威
表示。

海曙：

江厦“老墙门”有支
暖心“独居老人帮帮团”

沈昆工作场景。 （余建文 摄）

突出工会维权，健
全三支队伍

“职工们的信任是我们工作
的动力。”丁文俊说。自调处室
成立至今，丁文俊共为江北建筑
产业园区企业职工提供法律咨询
320 余次，受理并调处各类矛盾
107 件，调处率和化解成功率、
调处协议履行率均达 99%。

今年年初，建筑工人原某某
在进行管道安装作业时受伤，经
宁海县人民医院和宁波市李惠利
医院 （本院） 及时治疗，诊断为
双侧面部多处骨折。经过住院治
疗，内固定术后恢复情况良好，
经司法鉴定为八级伤残。

7 月，原某某找到江北建筑
产业园区丁师傅调处室，希望企
业补偿人民币 20 万元。丁师傅
调处室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园区涉
事企业相关负责人邵某了解情
况，对双方反复深入调解。调解
中，双方认同纠纷的简要事实，
承认原某某工伤事实，且单位已
支付了其住院治疗的全部费用。
但是双方对原某某提出的营养
费、出院后在家休养的护理费用
等方面分歧较大。

调解员依据 《工伤保险条
例》 等法律法规和工人的家庭情
况，对邵某反复耐心做思想工
作。在调解员不懈努力下,双方
情绪缓和,调解意愿强烈。工作
室趁热打铁组织第二次调解,双
方诉求的赔偿金额趋于接近,最
终达成协议。9 月 8 日，调解对
双方做了回访，双方对调解结果
都比较满意。

“化解矛盾纠纷最关键的是
要打造一支战斗力强的队伍。”

江北区总工会“310”项目负责
人罗桂荣说，他们在制定 《关于
江北工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推
进劳动争议调裁诉联动化解机制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
意见》） 过程中，把江北工会队
伍建设摆在重中之重。

记者注意到，《实施意见》
提出，江北区总工会聚焦职工需
求，加强街道 （镇） 工会建设，
健全街道（镇）—村（社区）—企业
三级工会劳动关系调处体系，壮
大建强维权信息员、劳动关系协
调员和工会法律监督员三支队
伍，确保“三员”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工作格局落实到位。

为提升这三支队伍素质，江
北区总工会加强业务培训和考
核，不断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和
协调能力，确保把维权工作重心
放到最广大的普通职工身上，做
到劳动纠纷协调解决就地化解，
做到以情感人、大事化小、小事
化无，全力促进和谐共处。

突出平台建设，一
站式化解矛盾纠纷

在江北，职工除了上门投诉
寻求帮助，还可足不出户在线投
诉，省时省力。“我们通过‘江
北职工之家’网上受理职工诉
求，通过网上咨询、答疑、调解
就能直接解决，解决不了的再到
线下调处。”罗桂荣表示。

李某在某公司负责微信客服
工作，虽然工作时间从早上830
至 1730，然而其下班后仍然
不停回复客户的咨询，一直到晚
上 10 时为止，每日下班后加班
4.5 小时，李某不能忍受超长的
工作时间，于是向公司提出辞

职，并于 5 月初在线上向江北区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
公司支付加班工资。线上调解未果
后，经线下填写劳动争议仲裁书，
进行仲裁。最后，由于证据不充
分，李某的请求没有得到仲裁委的
支持。

今年，江北区总工会牵头，会
同人社局、人民法院，在江北区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专门设立三方
调裁诉对接工作室，实施线下无缝
对接受理调处模式，对人社局劳动
争议仲裁开庭前和人民法院立案
前，通过审核认为适合可由工会调
解处理的案件，先由工会调处化解，
调处解决不了的，再转交通过仲裁
或诉讼的法律程序来定纷止争。通
过整合资源、优化流程、优化机制，
有效实现受理调处一站式化解。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在这一机
制协调下，江北区总工会协同江北区
劳动人事仲裁院受理案件 513件，涉
及职工719人；调解处理396件，已经
裁决117件，共涉及职工621人。

据介绍，接下来，江北区总工
会将用一年左右时间，构筑多层
次、广覆盖，延伸至基层末梢的

“一平台八中心”劳动争议调解组
织立体网络，一平台即江北区总工
会劳动关系调裁诉对接工作室，八
中心即辖区 8 个街道 （镇） 工会劳
动关系调处工作中心，构建基层调
解的“第一道防线”。

突出非对抗性调处，
建立调裁诉无缝对接机制

今年 3 月，江北区某建筑工地
第三方劳务派遣工陈招勇，在现场
施工作业中，不慎从七楼跌落至六

楼，导致头、腰、腿、足等多个部
位严重受伤。陈招勇与劳务派遣方
和建筑项目部就其工伤赔偿多次协
商未果，请求江北区总工会给予法
律援助，调解其工伤赔偿事宜。

江北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副
主任景小军、工会干部何族斌根据
其受伤情况、治疗康复状况，先后
多次致电劳务派遣方积极协调给予
陈招勇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支
持，并鉴于陈招勇家庭困难状况，
争取劳务派遣方先行支付其一部分
赔偿资金以解决其家庭生活困难。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常常发现，
许多很简单的案件，因为打官司，
双方站在了对立面，矛盾反而升级
了。”罗桂荣说，大量类似案件集中
到仲裁院和法院，造成案件积压，
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压力。

为破解这一矛盾，此次，江北
区建立健全总工会、人社局、人民
法院三方联席会议制度，实现裁前
调 处 和 诉 前 调 解 互 联 互 通 ， 确 保

“ 三 点 一 线 ” 工 作 模 式 不 留 死 角 。
“我们每季度开一次联席会议，对案
件进行梳理，对于一些没必要仲裁
和开庭审理的案子，我们在开庭前
立即调解掉，及时化解矛盾。”罗桂
荣说。

此外，该区还将通过“一平台
八中心”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立体网
络，形成三级零距离劳动关系矛盾
预警机制上下联动、左右对接工作
格局，让矛盾调处关口前移、下沉
调裁诉联动化解力量，确保非对抗
性调处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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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师傅，你在工作室吗？有个工伤事故纠纷，想让
你帮忙调解下。”接电话的丁师傅，名叫丁文俊，作为甬
江街道总工会丁师傅调处室的负责人，他的手机号很多工
友知道。遇到劳动争议时，不少基层工会和工友们会第一
时间打电话给他。

丁师傅调处室，是江北区总工会探索的“310”劳动
关系调裁诉联动化解工作模式中的一小部分。“310”工
作模式中，“3”即精准建立协调劳动关系三支队伍；

“1”即打造一张网一揽子受理调处智慧平台；“0”即零
距离建立总工会、人社局、人民法院三方无缝对接长效工
作机制。依托这一工作机制，开启江北工会参与区域社会
治理新航程。

“独居老人帮帮团”志愿者上门探
望老人。 （陈朝霞 祝开然 摄）

把法律服务送进园区。 （通讯员供图） 江北区总工会干部正在处理工伤维权案。 （王际明 摄）

记者 黄程 通讯员 林嗣健 周永卫

江北区的建筑产业园区，集
聚了众多建筑劳务企业，涉及一
大批建筑工人。这个行业群体，工
伤事故发生率相对较高，而建筑
工人的文化水平、法律水平往往
较低，又大多是外地人，遇到事故
后处理赔偿等事宜时，经常会产
生分歧、纠纷，工人是弱势一方。

在江北区联动化解劳动关系
纠纷的工作模式中，丁师傅调处
室就设在建筑产业园区内，调解
了很多相关纠纷，保护了职工权
益，促进了基层和谐。这样的工
作室，构成一张网络，贴近基

层、深入职工，让职工在家门口
就能找到“娘家”。丁师傅这样
的工作室负责人，则与其他调解
人一起，组成一支队伍，成为模
式运作的核心。

该模式的另一个关键是“联
动”。工会、人社局、法院，三
方联动，解决了之前遇到纠纷时
可能存在的互相推诿等问题，能
在短时间内高效解决问题，避免
因为拖延而导致矛盾激化。

想职工之所想排忧解难，为
这样的工作创新点赞。

（黄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