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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虽然遭受新冠肺炎疫
情，夏季又遇上高温多雨，但是即
墨国际商贸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超
前谋划、主动作为，以情暖人心，
凝聚起强大的思想和工作合力，使
各项工作都按期、圆满地完成。

超前谋划防疫情

年初新冠肺炎暴发，企业管理
人员对节后如何应对疫情防控、按
时复工复产忧心忡忡。即墨国际商
贸城公司一班人，超前谋划，协调
各施工单位和交运公司等部门，从
细微处入手，一抓到底。一是专
车接人。公司租派专车，每车一
名管理人员负责，采用点对点方
式迎接农民工。即墨北站枢纽开
发项目，农民工达500多人，来自
东北三省和四川、河南、江苏等
地，共派出7辆专车进行迎接；即
墨 城 西 出 入 口 陈家河 安 置 区 项
目，农民工达1 1 0 0多名，来自东
北、内蒙古和江西等十四个省(市
区)，公司先后安排50多个车次迎
接员工。各工地对自驾返场员工

一律给予报销路费。二是严格隔
离。各施工单位正月初一接到通
知后，第二天一早就对工地实行
封闭式管理。各项目公司在安排
专车接人时，一律间隔坐人，每
车 人数不 足 平时一 半 ； 对 隔 离
区、生活区、办公区除由专人负
责每天3次消毒、防疫，还为每位
员工建立“疫情健康档案”，坚
持每天3次测量体温，对所有返回
员工一律隔离14天，无特殊症状
方可进入公司指定的同批次返回
人员的工地施工；宿舍安排平常8

人一间，疫情期间一律要求两人
一间， 同 批 次 返 回 的即使剩一
人，宁肯这一人占用一间宿舍，
也不凑齐两人强住；三是物资早
备。即墨国际商贸城公司在疫情

发生第一时间就通知各项目单位
全力搞好防疫等各项工作，各施
工单位闻令而动，在防疫物资采
购方面争先恐后打漂亮仗。即墨
北 站枢纽 项 目 工 程 部 经 理 衣吉
康，妻子已是怀孕后期，需要人
照顾，他克服重重困难，正月初
四就采购齐了该项目500多人所需
的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从春
节 后 到 现 在 ， 各 项 目 工 地 对 消
毒、测温等防疫工作从未间断，
做到了常抓不懈。

生活细节挂心头

即墨国际商贸城公司各项目
工地，对农民工关怀备至、体贴
入 微 。 春 节 后 员 工 返 回 隔 离 期
间，各项目部一日三餐都到指定

饭店为员工配送快餐，平日经常
免费发放毛巾、洗衣粉和洗发液
等生活用品，今夏还经常免费发
放西瓜，天天供应绿豆汤等，给
员工防暑降温。陈家河安置区项
目还专门设置两个工人食堂，早
餐 牛 奶 、鸡蛋 、 稀饭及多种面
食、小咸菜，中午、晚上荤素搭配
8个菜雷打不动。此外，在项目工
地为农民工建起与管理人员办公室
同样标准的“夜间休息室”，配有
空调、桌椅、饮水设施等，专供员
工夜间临时休息。同时，还为农民
工配备专用洗衣房，由物业安排专
人给农民工提供免费洗衣服务。

因疫情和今夏雨多、雨大耽误
工期进度，为弥补损失，各项目工
地在今年国庆节、中秋节期间，为

确保合同工期和质量要求，管理人
员全部靠在工地，不少员工也都主
动放弃休假与家人团聚机会，一心
扑在工地上。各项目除为员工按国
家要求发放3倍工资外，还为一线
员工免费发放月饼、饮料等多种节
日慰问品，管理人员都自觉与员工
一起度“双节”。

由于即墨国际商贸城公司对员
工注重人性化管理，大大激发了员
工的工作热情，员工刘振勇今夏回
老家寿光结婚后第二天就返回工
地；老家诸城的项目经理张涛，父
母都生病住院，但他为确保工作不
出问题，把二老委托给姐姐照顾，
自己一心扑在工地。尽管疫情、高
温多雨给各建设项目带来不利，
但 全 体 员 工 齐 心 协 力 、 共 克 难
关，使各个项目都将按期完工，
其中高铁即墨北站站前“鲲鹏展
翅”钢结构造型是亚洲最大的双
曲面毂节点空间网格结构，将带
动即墨北站站前枢纽项目成为建
设工程的里程碑。

(闫德章 王讷)

关心 贴心 暖心
——— 即墨国际商贸城公司员工管理纪事

他叫王经臣，是临沭县曹庄镇
朱村“钢八连”纪念馆的义务讲解
员。

生于1950年6月、已步入古稀之
年的他，始终坚守在讲解一线，保
持着“战斗”状态。

他说，来人就是命令，我要随
时为他们做好讲解。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11月
25日至今，王经臣已讲解7700多场
次，听众达11万多人次。

来人就是命令

随着朱村“钢八连”纪念馆被
临沂市委组织部、临沭县委组织部
分别列为党员教育基地，被有关部
门列为爱国教育基地，被确定为党
员主题教育活动学习基地，王经臣
的讲解场次更多了、任务更重了、
责任更大了。2016年8月8日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后，他也更严格地要
求自己，更加忘我地工作。

每天前来参观学习朱村“钢八
连”纪念馆的人络绎不绝，有时一天
就有七八个，王经臣讲了一遍又一
遍，经常讲得口干舌燥、声音沙哑。

武警山东总队临沂支队的数百
名官兵来拉练，王经臣为他们做了
一场革命传统报告。

莒南县组织的基层党组织负责
人来了，两批600多人，王经臣为他
们讲解，每批讲两个小时。

他说，“钢八连”执行“枪声就是
命令”，我必须做到“来人就是命
令”。

一天工作下来，他常常浑身无
力，散架一样。老伴心疼，劝他不要
这么拼命了。孩子担心，劝他毕竟年
龄大了，不能再像年轻人一样了。

他还是一如既往。每天吃过饭，
便不知不觉地走到纪念馆。老伴说
他“你是以馆为家了”。

“钢八连”的精神激励着我

“枪声就是命令”，“钢八连”解
救朱村群众的事迹是王经臣每次必
讲的内容。他说，是“钢八连”的精神
感动了他，激励着他。

朱村在抗战初期就建立了党组
织，是个“红色村”。1940年初，八路
军的两支队伍先后进驻过朱村，村
民腾房子、筹军粮，拥军积极性高

涨，朱村成为堡垒村，也成了日伪军
的眼中钉。1944年除夕，日伪军对朱
村进行突袭。

“枪声就是命令！”离朱村不过
几里地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老四团八
连来不及请示上级，果断集合部队
跑步向朱村集结，并在朱村的外围
和鬼子交上了火。

这场战斗持续了6个多小时，
八连战士奋力击退凶残的日伪军，
共消灭日伪军40余人，保卫了朱村
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彻底粉碎了
日伪军的屠村图谋。八连连长鄢思
甲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有24名
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可以说没有八连，就没有朱
村的今天。”王经臣说，几天后，
朱村老百姓亲手做了一面红旗送给
八连。1944年8月，时任山东军区政
治部主任的肖华同志亲自命名四团
八连为“钢八连”。

为纪念“钢八连”牺牲的战士，
朱村的乡亲们从那时起，每年大年
初一，都要把第一碗饺子捧给烈士。

王经臣介绍了建馆的经过。他
说，“钢八连”纪念馆是在2011年
开始动工建设的，建馆由他提议，
得到村领导的支持。

首先是写倡议书，发动社会各
界群众踊跃捐款，开始募集资金。

其次是征集资料，召开专题会
议征求意见、征集材料，并向村里

外出人员征求意见资料。
然后走访查询，专程到浙江找

临沭老县委书记铁瑛的后人，到济
南找鄢思甲的后人，并到保定“钢
八连”驻地，查找查询有关资料。

他们还专门到县档案馆、党史
委、史志办、图书馆等有关部门查
阅搜寻有关资料。

2012年8月，“钢八连”纪念馆
建成。

乐做档案馆长

朱村历来对档案管理非常重
视，从1 9 5 0年起由村会计归档保
管，所存资料，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后农村的发展史。1950年对每块土
地的打差定税、1951年第一次土地
房产确权认证、1953年统购统销，
1955年成立合作社，以及后来吃统
销粮，发布票，每年各种会计报表
等资料，基本完善。

朱村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又
发动村民踊跃提供发掘有价值的资
料、实物等，请县档案局工作人员
帮助指导，分门别类，整理出会
计、土地、文书、组织等10类7000

多卷（件）档案，在2015年7月建成
了全国第一家村级档案展室。

王经臣又主动担起了档案馆馆
长的角色。

档案也能解决大问题。王经臣
给我们讲了两个朱村档案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一起案件。
2001年，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临沭县曹庄镇朱村
胜诉！

1998年4月，大官庄水利枢纽闸
管所的一次蓄水，导致朱村近千亩
粮田被淹，小麦绝产，殃及全村1/4

人口。多次调解未成，翌年秋，朱村
将沂沭河管理处、大官庄水利枢纽
闸管所告上法庭。法院一审判定，
由沂沭河管理处、大官庄水利枢纽
闸管所负全责。被告方不服，认为
“涵洞漏水是工程质量问题，不应
只是管理单位的责任”“其中被淹
的200多亩，不是村民的土地”，
提起上诉。

二审开庭，一本《土地房产所
有证存根》摆在桌子上，“不是我
们的土地？看看我们登记入册的房
屋土地确权凭证！”朱村农民理直
气壮。

这份土地确权存根，填于1952

年1月7日，每户一页，共有8册。
户主姓名、人口和土地亩数、坐
落、种类、四至、长宽尺度等房产
信息十分详尽。这些存根的原件，
保留在每户村民手中。

一份土地档案，打赢了一场官
司。

第二个故事是村民改出生日
期。

朱村村民王济玉1945年出生。
在办理身份证时，被错办为1954年
生人。他多次找派出所反映，也找
过很多人，都说户籍档案不能随便
改动，这事不好办。

后来，农村60岁老人的补贴开
始发放，他急眼了。有人为他想到
了村里的档案。

最后，他拿着找出的档案卡
片，到了派出所。派出所工作人员
依据这份档案材料把他的出生日期
改了过来。

他高兴地说，真是没有想到，
搬老账还能解决大问题。

档案陈列展墙上，挂着的奖状
格外醒目。奖状名称是《小麦丰产
奖状》，上书“奖给一九五九年小
麦丰产先进单位郯城县曹庄人民公
社朱村生产队”，颁发单位是“中
共 山 东省委 山 东省人 民 委 员
会”，落款时间是1959年9月12日。

“朱村的奖状，有厚厚一摞
哩。这是朱村人心底最深沉的力量
和精神源泉。”王经臣自豪地说。

为讲解甘心奉献

王经臣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了
讲解上，那么忽视的就是自己的家
庭。

王经臣2012年承包3亩土地，全
部栽植了葡萄。次年，他的葡萄获
得大丰收，却没有卖出好价钱。原
来，葡萄收获期间，有多个团队预
约前来参观学习，王经臣只能是忙
里偷闲抽时间在附近村子卖，卖不
上价钱。

有一天，他上午只有两场讲解
任务，待来人走后，他就赶到葡萄园
摘了一大车的葡萄，准备去县城，搞
个小批发。

在他准备出发之际，手机响了，
一外地代表团说是下午3点到。

这时去县城，下午3点赶不回
来；不去，葡萄怎么处理？

他还是赶回了纪念馆，想等讲
解任务完成后再去县城。

谁料，代表团5点才到，他讲解
完成已近7点。

急火火地赶到县城，已很晚。县
城里灯火辉煌，他站在大街上，看着
车上的葡萄，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
觉。

在县城工作的儿子儿媳，还有
4位亲戚朋友赶来帮忙，将葡萄处
理了，原本4元多1斤的葡萄，只卖
了3元。

有一次晒粮食，他把粮食摊
开，就去了纪念馆。

临近中午，突然下起了小雨，
可他有讲解工作无法回家，妻子也
没有在家。活动结束后，他赶回
家，悬着的心放下了。邻居见王经
臣家里没有人，就赶过来帮他把粮
食给收了起来。

王经臣原来种着八九亩农田。
现在，家里的农活自己靠不上，他
只保留了1亩地，其余的都流转了
出去。

王经臣的 3个儿子都不在身
边。儿子们开店经营想请他去帮忙
照看，他拒绝了。他离不开朱村，
更离不开自己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纪
念馆。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史佩升

古稀之年，王经臣甘当义务讲解员
7年讲解7700多场次，听众达11万多人次

王经臣（左一）在给来参加学习的人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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