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丹 通讯
员 林 利）“真没想到钱包能够找回来，真是太
感谢公交司机了。”近日，市民曾先生接过失而复
得的钱包激动地说道。

当天上午6时许，城区201路公交车司机唐
泽志在车内捡到一钱包，内有驾驶证、身份证、银
行卡和部分现金。因没有联系方式，未能联系到
失主，唐泽志回到公交公司后立即将拾到的钱包
交予公司值班室，请工作人员帮忙联系失主。随

后，工作人员通过联系失主所在地派出所，顺利
找到了失主曾先生。当天下午，曾先生接过失而
复得的钱包后，不住地对唐泽志表示感激。

无独有偶。当日下午18时许，唐泽志在终点
站打扫车内卫生时，发现座位上有一红色皮包，
包内有现金3000多元，以及银行卡若干。当天收
班后，唐泽志第一时间将皮包送回公交公司，并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失主黄女士。黄女
士于次日到公交公司领取了自己遗失的皮包。

事后，黄女士还将一面写有“品德高尚·拾金不
昧”的锦旗送到唐泽志手中，对唐泽志的善行表
示感谢。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好人好事在荣昌城区
公交系统内并不鲜见，拾金不昧、乐于助人俨然
已成为行业里的基本准则。同时，公交公司也提
醒广大乘客，乘坐公交车时，请务必妥善保管好
随身物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公交司机一天两次助乘客找回失物暖心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我想替
荣昌在外打工的游子尽孝，给他们的父母端上一
碗热乎乎的乌鱼米线。”近日，昌州街道棠香北街
的藤椒乌鱼米线店老板张小东没想到，因为这句
话，自己“火”了一把，他的米线店也因这份孝子
情怀吸引了许多顾客慕名前来打卡。

张小东是一位退伍军人。2021年底，在战友
的引荐下来荣，开了一家藤椒乌鱼米线店。从今
年3月份起，店里每周一中午为70岁以上老人提
供免费午餐。这一温暖的故事经报纸、电视、抖音
短视频等方式广泛报道（本报4月28日四版刊发

《暖心！米线馆为7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午餐》）。
本以为故事就此告一段落了，没想到感动仍

在继续上演。通过全媒体报道，张小东的善举引
发广大市民的关注，大家纷纷以上门打卡的方式
支持他的善举，希望延续这份温暖。

正在一旁吃米线的市民傅国强，就是来给张
小东“扎起”的。“老板说为外乡游子的父母做一点
贡献。看到这里，我很受感动，今天就情不自禁
来吃碗米线表示支持，我希望把这种善心善行能
继续传递下去。”傅国强说。

同样专程赶来支持的，还有市民宴志菊，

“我在黄金坡那边的工地上班，我是看到网上发
的抖音视频，专门骑车过来吃米线，支持老板的
生意。”

“就是就是！”市民秦建强接过话，“我来好几
次了。他们为老人提供免费午餐，值得我们大家
点赞！”

张小东表示，作为一位普通公民，他希望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关爱老人。“最近不少顾客
来店里光顾，为我们点赞。其实，我感觉我只是
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
持，非常感谢大家。”

“米线馆免费”引关注 爱心善举获点赞

5 月 15 日是第 29 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
日”。缺碘易患什么病？缺碘的症状有哪些？缺
碘的危害是什么？如何科学补碘？5月14日，记
者采访了区中医院预防保健科科长陈大敏。

缺碘易患什么病？
陈大敏介绍，碘缺乏会患上缺碘性甲状腺

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脖子病”。
缺碘的症状有哪些？
陈大敏说，颈部肿胀不适是缺碘最常见的症

状，这被称为甲状腺肿。其次，体重不明原因增加
也是碘缺乏的另一个迹象。再者，乏力、嗜睡，做什
么都提不起精神，这也是碘缺乏比较常见的症状。

缺碘有哪些危害？
陈大敏表示，缺碘的危害主要分为4个时期。
胎儿期缺碘。胎儿所需要的碘全部来自母

亲，如果孕期严重缺碘，会出现流产、早产、死产
和先天畸形。

新生儿期缺碘。会影响大脑正常发育，可致
亚克汀病、智力缺陷、聋哑、生长发育障碍等问题。

儿童及青春期缺碘。可致甲状腺肿、单纯性
聋哑、损害儿童智力和生长发育等问题。

成人期缺碘。可致甲状腺肿、甲状腺功能低
下，容易疲劳、精神不集中、工作效率下降。

如何科学补碘？

陈大敏介绍，在食盐加碘含量规范的情况下，
一般人群普遍能达到碘营养适宜的水平，但孕妇、
哺乳妇女、婴幼儿碘营养需求量大于一般成人。孕
期和哺乳期妇女在每天食用适量的碘盐外，还可多
吃些海带、紫菜、虾皮等含碘量高的食物。在喂养
孩子时要科学合理地补碘，主要从食物中摄取，孩
子不宜过多食用碘盐，口味过咸会有损肾脏。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通讯员 顾亚琴

“大脖子病”危害多 知道这“碘”很关键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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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税
收工作、改革

前沿中，他是勤学
苦练的“学习之星”，先行

示范的“创新之星”，更是同事和纳税
人眼中坐诊的“老专家”，专“治”税务
工作中的各种疑难杂症。他，就是区
税务局党建工作科科长张博。

2010年，张博成为一名基层税务
人员。“专业不对口，工作开展起来总
有些没底。”张博深知，打铁须得自身
硬，入了“税务”这扇门，就要潜心学习
税收理论和业务管理。

那几年，张博把业余时间几乎全
用在业务学习上。各类测试系统中进
行业务实操、熟背征管法及实施细则、
掌握岗位业务实操……

勤奋刻苦的学习使他在税收理论
和实践掌握上突飞猛进,不仅取得了
会计资格证，还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先后入选市局
“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督察内

审人才库”“信息技术人才库”。
从“门外汉”到“老专家”，

张博实现华丽转身。
2016年是全面“营改

增”落地之年。此次营
改增工作任务重、时
间紧，社会关注度
高。如何实现新

旧税制的衔
接，达到改

革 预 期

目标，符合公众期盼？张博选择勇担
重任。

“营改增是将原缴纳营业税的纳
税人转换为增值税纳税人，需要地税
部门详细而准确的数据。因此，做好
业务交接工作是做好营改增工作的关
键，也是重点。”张博坦言，在那段时
间，“5+2”、白加黑成了他和同事们的
常态。从工作准备、业务交接、发票管
理、培训宣传到信息管理等，工作每一
项、每一个环节，张博都要确保准确、
及时、无误。

5月1日凌晨，当开出“营改增”的
第一张发票时，张博和同事们都欣喜
不已。同事们说：“他就是我们的主心
骨，有他在，我们就感到踏实、放心。”

2018年，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
革，张博担任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副
所长，承接重点税源企业，工作任务
繁重。

重点税源企业包括建安、金融、房
地产、大规模制造业等企业，为了提
升全区企业所得税管理水平，张博加
班加点，将一条条政策收集整理，梳
理问题，仔细分析。他意识到：“随着
经济和市场的日益活跃，税源结构不
断发生新变化，如果不整合力量，不理
顺业务流程，传统的‘单兵作战、部门
分割’方式很难适应税收征管工作的
新要求。”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于是，
张博大胆提出了“团队式”管理的想法
——按照团队管理的理念，以业务骨
干为支撑，通过业务重组和征管资源
优化，开展结对培训。

“政策宣讲、案例分析、问题解答、
风险预警发布……”那段时间，张博带
头用“现场小课堂”的方式，展开业务
学习和讨论，大家互相学习借力，共同
练好内功本领，加快业务整合对接，为
纳税企业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
简化纳税程序，搭建起税企沟通新“桥
梁”，得到众多企业好评。

在张博的带领下，第三税务所
在业务难题攻关中，取得了一个个
不错的成绩，张博也收获了市第二
届优秀税务青年、市五一劳动奖章
等荣誉。

情怀源于热爱，信念根植信仰。
在张博看来：“穿上这身‘税务蓝’，肩
上就有一种责任，要把最好的服务奉
献给纳税人，把最美的一面展现给纳

税人，只有全情投入、只争朝夕，
方能不负韶华。”

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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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重庆尚上服饰有限公司
中央后整车间（下称“后整车间”）获得

“重庆市工人先锋号”称号。这一荣誉
背后，离不开他们对员工的知人善任，
离不开他们对于工匠精神的坚守。

走进后整车间，300多名工人正
在各自的工位上，进行检验、整烫、剪
线、分大小码、叠包装、套装带、装箱打
包等工作，忙碌且井然有序。“我们车
间叫‘后整车间’，所谓‘后整’就是最
后整理完毕出货的意思。”后整车间生
产主管张海波告诉记者。

尚上服饰是我区一家集服饰设
计、开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
服装一体化生产企业。后整车间是尚
上服饰生产的最后环节，服饰的“最后
一关”都在这里完成。简言之，后整车
间决定了尚上服饰的产品能否合格地
送到消费者手中。

“但是，我们车间员工年龄偏大，
普遍在40、50岁左右。我们公司每年
都会生产数百种不同品种的服装，产
品种类多，要确保每一道工序不出问
题，压力很大。”张海波坦言。

如何让各年龄段的员工都跟得
上、干得好？这是后整车间面临的一
大难题。

火车快不快，得靠车头带。“选人
用人不论年龄，谁行谁就上。在我们
车间，无论是50岁的，还是20多岁
的，都有可能成为管理人员。”说到这，
张海波想起了一名员工。

2018 年，26 岁的刘亚来到车
间。到企业的第3个月，由于剪线组
缺一名管理人员，张海波让她帮忙顶
几天。没想到，她没有“帮忙”的意思，
主动给自己揽起了活。“她当时是计时
工资，工人们是计件工资。为了让工
人多挣钱，她给工人制定了每日计划，
每天盯进度。有困难做不完的，她就
帮着工人一起做，最终超出预期地完
成了任务。”张海波说，短短4个月，刘
亚就从新员工变成了管理人员。

“不只是刘亚，其实我们车间的管
理人员中，80%都是从基层岗位提起
来的。”张海波说，我们团队需要的管
理人员，就是要有想法、有干劲，不计
个人得失，愿意帮助其他人。这样一
来，才能极大提升车间效率，带出一支
具有“战斗力”“凝聚力”的队伍。

为了不让一个职工掉队，近年来，
后整车间通过“定期+不定期”的方式
开展技能培训。组织和动员全体车间
人员学习专业缝制、大烫等技能知识，
开展技术比拼，努力提高团队工作效

率和工作质量。通过三年的努力，团
队的组织管理能力、协调办事能力、品
质异常处理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保
证了车间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在保证品质的同时，后整车间还
在探索如何提高效率。在源头设计
上，该车间创新将熨烫和检验进行二
合一的科学设置，减少了搬运环节；
在管理上，该车间设置品控师傅，通
过定点抽检和现场巡检，以抽查、一
查、复查三道工序保证产品品质。

而这些创新的举措和工作制度，
得益于该车间规范严格的管理。每天
上、下班前，车间都会召开碰头会，他
们也称作“诸葛亮会”。每月、每季度、
半年、全年也会定期开展6S评比。“有
问题大家可以一起商量解决，一起在
比较中提升。”张海波说。

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也让后整
车间成为尚上服饰的“先进代名词”：
2019年，获尚上服饰“年度先进集体”；
2020年，获尚上服饰“技改先进集体”；
2021年，获得企业“最佳集体奖”“最具
作业标兵奖”，并在尚上服饰年度6S
评比中获得“最佳进步奖”……

站好每一班岗，尽好每一份责，在
平凡岗位上也能发光。2021年，后整
车间实现产量9000万件，产值4400
万元，为尚上服饰高质量发展贡献了
自己的力量。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
慧 通讯员 饶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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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正在整理服饰准备装箱工人们正在整理服饰准备装箱

张博张博（（右一右一））为同事介绍税务党建工作为同事介绍税务党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