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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不仅仅只是钢筋

与水泥的“冷漠”，也有着“家庭”

“事业”的温情在流动。

不久前，刘菊连的大儿子

和小儿子跟着父母从事塔吊行

业，大儿子成为一名塔吊司机，

小儿子也想往这方向努力。“我

们热爱这一行，儿子受到我们

的影响也在往这行发展，我们

支持他们的选择。”刘菊连说。

从刘菊连简短话语中了解

到，夫妻俩一直在外工作，孩子

从小由爷爷奶奶带着，和父母

相处的时间不多，因此两个儿

子和他们一起从事塔吊行业，

让她十分开心，一家人终于可

以长时间在一起了。每一次结

束工作，一家人回到小屋里吃

上一顿热腾腾的饭菜，温情满

满。“希望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双

手干活，脚踏实地，干一行爱一

行。”刘菊连怀揣着这样简单又

实在的愿望。

10年来，刘菊连指挥着塔

吊司机完成每一次“起吊”，珠

海十字门上海宝冶、广州增城

中航城中建四局一公司、中山

西湾汇中建四局万科等项目工

地上都留下了她奋斗的身影。

离乡别土，刘菊连一家人能守

在一起相互照应，虽然辛苦，也

很幸福。

刘菊连不是个例，中建四

局的工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女性指挥员，她们相聚在这里，

用自己的努力换取回报。来回

转动的塔吊，助力一座座高楼

拔地而起，而这些高楼，也见证

着她们的奋斗历程。

“官”不大，事很杂，服务妇女

群众，情系万户千家。一句话，道

出了基层妇联工作的不易。

作为南海区大沥镇盐步社区

妇联主席的刘霭仪，在基层工作已

经超过20年。这些年来，刘霭仪的

工作“法宝”是什么？“我觉得可以总

结为花‘心’‘思’。”刘霭仪说，心就

是要用心服务，群众是一定能感受

到的；思就是要多思考、理思路、勤

反思，才能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希望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刘霭仪以前并没有想过自己

会从事社区工作。学生时代，她

学的是金融专业，1997年毕业后

便进入了位于盐步社区的一家港

资企业。“从小家人就教育我遇到

困难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想法

解决。所以每次遇到困难的时

候，我会第一时间啃下硬骨头。”

机缘巧合之下，经过面试等环

节，她成为了盐步村委会的一员。

“我是土生土长的盐步人，希望可

以为家乡做点事情，而且我也更喜

欢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就这样，刘

霭仪开始了自己的基层工作生涯。

2008年是刘霭仪非常难忘

的一年，她收获了一项非常有分

量的荣誉：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

工作先进个人。同年，她也当选

为盐步社区党委委员、居委和妇

联主席。

内心时刻“装”着街坊
刘霭仪的办公桌上，不时出

现一些水果、粽子、嫁女饼等，这些

都是喜爱她或受过她帮助的村民

送来的。

当上两委干部后，刘霭仪渐

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跟村民

“拉家常”。“多聊几次，就能更熟悉

大家的情况。谁家有孩子在上

学，家里住房情况如何，我都记在

心上。”前些年，大沥镇推出了一批

公租房，提供给符合条件的居民

入住。但一些村民并不了解相关

政策，不知道如何申报。

得知情况后，刘霭仪根据自

己掌握到的信息，梳理了一批社

区困难群众的名单，协助他们申

报了公租房。很快，第一批约40
户家庭顺利搬进了政府提供的新

房中。到入伙那天，很多家庭都

热情致电刘霭仪，请她到自己家

里吃入伙饭。

在亲友的眼中，刘霭仪总是

闲不下来。在参加基层工作的第

一年，她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远

远不够，为了更好地帮助群众，就

开始进修。本科修完了，又不断

学习。35岁时，刘霭仪开始考社

工中级证书，花了三年时间拿到

证。前两年，她自荐成为南海区

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她说，基

层工作繁杂多变，要想有不一样

的眼光和思维，就要不断地补充

“营养”，“我坚信一个道理，机会是

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无论是在工

作、生活还是学习上，我都希望可

以永葆活力。”

引导妇女参与基层治理
“妇女有柔的力量，所以在做

工作的时候，我们都用柔和手法化

解矛盾。”在刘霭仪看来，社区妇联、

经济社女社委在推动社区重大事项

工作中是强大的“柔顺剂”，能把社

区的重大事项渗透到各户各人。

2019年，佛山启动“百里芳

华”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项目，其

中包括大沥盐步老龙礼俗文化精

神示范片区。在建设这一示范片

区过程中，除了政府层面的推动

外，如何激活群众的“内驱力”也十

分重要。因此，刘霭仪十分注重

动员工作，通过社区妇女的“她”力

量，发动村民积极参与社区环境

的建设和管理。

“新时代的女性可以撑起半

边天，妇联工作也不再是组织大

家唱唱歌、跳跳舞。”在社区中，刘

霭仪努力打造接地气的妇联“朋

友圈”，发挥强大的妇联影响力。

在关心和落实妇女在政策制度中

应享受的福利待遇之余，刘霭仪

一直致力于引导妇女群众参与社

会基层治理，并投身于美丽文明

村居的建设。

在区妇联的指导下，刘霭仪还

牵头建立妇女议事会，引导妇女群

众参与社会管理。此外，社区也组

织了巾帼联谊小组，结合本土特色

文化打造妇联阵地，还培育了社区

乡情馆旧物征集、靓姨寻宝特搜

队、社区巾帼导赏员等巾帼志愿服

务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

和美丽文明村居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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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汉子”刘菊连：

指挥塔吊10年
艰辛中收获幸福

大沥镇盐步社区妇联主席刘霭仪：

为社区治理贡献“她”力量

塔吊高耸，烈日高照，火热的施工场面，

在刘菊连眼里，是佛山大地最美的风景。

“降！”“下钩！”“起钩！”塔吊上的对讲机

里不时传来刘菊连的声音。此刻的刘菊连，

紧盯着吊钩，生怕出现任何失误。因为塔吊

上的同事正处于40米高空中，操作着工地

塔吊，来不得任何疏忽。

今年46岁的刘菊连，来自四川广宁。

2012年，受朋友影响，她和丈夫从四川来到

佛山，进入中建四局打工。学历不高的她，

努力考取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操作资格证，

成为一名塔吊指挥员，负责指挥塔吊进行吊

装作业。与此同时，丈夫成为一名塔吊司

机，夫妻俩一起在建筑工地上留下了10年

的工作印记。

如今，大儿子和小儿子已经成为夫妻俩

的“同行”，一起在南海区环岛南路万科天空

之城工地，为一家人的幸福努力工作。

第一次与刘菊连见面是

在中建四局一公司南海万科

天空之城的项目工地上，朴素

的着装、朴实的话语、晒得通

红的脸庞，是她给记者的第一

印象。为什么刘菊连会在塔

吊行业坚持了10年呢？记者

带着这个疑问走近连姐。

“刚开始，就是为了挣口

饭吃。”刘菊连说，接触塔吊指

挥员工作时觉得挺有趣的，于

是就去考操作资格证。由于

学历不高，考了三次才通过。

“那段时间挺辛苦的，每天都

要看书、复习，每一次考试的

内容都不一样。想想，这也是

一次难忘的经历。”

考到证后，刘菊连开始从

事塔吊指挥员工作。每次上

塔吊前，她要戴上安全头盔，

穿上印着“塔吊十不吊原则”

的工装，拿起指挥棒。同时，

还要仔细检查塔吊司机的安

全带是否系好，等待塔吊司机

上到塔吊之后，才相互配合着

开始工作。

地面指挥员就是塔吊司

机的第二双眼睛，建筑工地

上，肉眼可见的建筑材料，几

乎均由塔吊“搬运”。在起吊

过程中塔吊指挥员必须时刻

注视吊钩与吊物的“距离”，

引导塔吊司机操作。工地上

常常是多台塔吊同时作业，

因此还要注意周围塔吊的位

置，防止发生碰撞。第一次

指挥塔吊，刘菊连的心里还

是有些害怕，担心出现什么

事故。

庆幸的是，这么多年来，

刘菊连的指挥没有出现任何

错误，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

熟练。“发出的指令，必须干

脆、准确，每一句话都大意不

得。”平时总是笑脸的刘菊连，

工作时小心而又严肃。同事

侯建梅评价刘菊连，“连姐的

指挥到位，指令清晰，与塔吊

司机相互配合得很好，从来没

有影响到工程进度。”

夏季，是所有塔吊人员最

难熬的季节，每次下来衣服总

是能挤出水来。刘菊连的工

作也很繁重，由于天气原因，

每天早上6点半就开工，她必

须站在作业点附近，风吹日晒

是家常便饭。从刘菊连“腮

红”就可看出工作的辛苦，女

性坚强不屈的精神在她身上

得以体现。

“腮红”成最美印记

一家人成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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