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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曹丽
娟）3月 12日，一批总重 1525
吨、货值约2600万元的智利西
梅抵达东莞港，标志着东莞正
式开通智利西梅直航专线，为
智利水果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
提供了新型物流路径，也意味
着今后东莞市场将可以直接销
售从本地口岸进口的水果，市
民可以吃到更新鲜、更便宜的
进口水果。

12日下午3时许，装载着
智利西梅的集装箱在东莞港码
头接受开箱查验，经沙田海关
顺利通关后，这批进口水果将
进入粤港澳大湾区——1.5小时
内可抵广州江南水果市场，1个
小时内可抵达莞香水果市场，
陆运成本节约30%以上，常态
化运行后将为华南及华中地区
提供稳定的西梅供应。

东莞作为全球知名的外贸
城市，每天除了大量的“东莞制
造”货物出口之外，也有大量货
物进口。近年，随着智利水果
在中国进口量的持续增长，智
利已成为中国第二大水果进口
国。据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
智利西梅全年产量约为10.6万
吨，其中约2.3万～2.4万吨将会
发往中国市场，占智利西梅出

口量的四分之一左右。此次航
线的开通，翻开了智利和东莞
经贸往来的新篇章。

为何会选择东莞港作为华
南地区水果进口主要进口口岸
之一？国内进口商上海柏果福
贸易有限公司WESTLY MO-
RAN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东
莞港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
心位置，物流非常高效和便利，
较周边港口，陆运成本节约
30%以上。”此外，东莞港码头冷
链设施配套及服务完善，可为
该公司提供整箱插电、拆箱直
提、拆箱入库等增值服务。据
介绍，东莞港自去年开展进口
水果业务以来，已顺利操作来
自新西兰、智利、泰国、澳洲等
地的水果，并成为华南地区首
个集散一体化操作进口水果的
港口。

而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
表示，自去年东莞港开通首条
水果航线以来，海关、海事、边
检等口岸联检单位“零延误”高
效通关、抢“鲜”上市优质口岸
服务，获得市场高度认可。“针
对新鲜水果不耐贮存、对保鲜
要求极高的特点，我们优化提
前申报、‘7×24小时’预约通
关、‘附条件提离’等通关便利

模式，确保智利西梅即到即查、
快速验放。同时，建立鲜果进
境‘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压缩
货物在港停留时间，保障进口
智利西梅抢‘鲜’进境。”沙田海
关副关长高剑影介绍。

“3月是进口西梅的主销售
期，随着海运运力增加，将会有

更多进口水果进入国内
市场。”高剑影补充说。
记者还了解到，东莞港未
来将持续丰富进口水果的
物流通道，探索推动通过

“空港中心”操作空运进口水
果，进一步拓宽渠道，加快形成
集聚效应。

好人成长之路
从平凡的护士到全国

人大代表

今年是横沥镇新四社区卫
生服务站护士莫幼坤第二次参
会，她带去了《加强农村农民体
检意识培养，实施农村全人群健
康管理的建议》，这是她长期坚
守基层医疗一线，关注农民体检
问题的调研成果。

40岁的莫幼坤是目前东莞
卫生健康系统唯一一名全国人
大代表，也是东莞唯一的农民工
代表。她见证、参与了东莞社区
卫生服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从少人知晓到家喻户晓的“健康
守门人”。

从懵懂的卫生学校毕业生，
到一名恪尽职守的护士，再到光
荣上榜全国优秀农民工，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重任在肩，救死
扶伤的使命不变。这条路，她一
走就是20年——

2004年 7月，莫幼坤从广
西玉林市卫生学校毕业后，先在
柳州工作了三年，2007年 6月
来到东莞横沥，先在横沥医院就
职。2008年10月，横沥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站点启用，莫幼
坤从横沥医院转入横沥镇新四
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

工作中，莫幼坤认真负责的
态度赢得了社区群众的广泛认
可，成为了横沥社区卫生服务系
统中家庭医生签约数量最多的
护士。无论是同事还是辖区居
民，都亲切地称呼她为“肥坤”，
这一称呼不仅体现了她的人缘
和亲和力，更象征着她与大家的
亲密无间，“这说明我们之间没
有距离”。

吃苦耐劳是莫幼坤身上最
为引人注目的品质，她常常说：

“我是农民的女儿，再大的苦，熬
一熬就过去了！”她所展现出的

乐观与坚韧，正是东莞医护群体
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精神的生动
写照。

凭借着她的杰出贡献和卓
越表现，莫幼坤在2020年底荣
获了“全国优秀农民工”的殊荣，
这一荣誉也成为了她的代名
词。2023年，莫幼坤当选为全
国人大代表；同年12月，荣膺东
莞市“道德模范”称号。

从个体到群体
有一种现象叫“好人

就在身边”

如果说，莫幼坤的乐观、坚
强是基层医护甘于奉献、勇于担
当的缩影，那同样从横沥走出来
的“前辈”曾香桂则将不懈奋斗、
不畏困难书写进了她的人生华
章里。

曾香桂兢兢业业，逐步成长
为东莞首位外来务工人员全国
人大代表。她曾获得 2013 年

“东莞市道德模范提名奖”，
2014年“东莞好人”。如今她
又担任省政协委员，继续为基
层发声。

莫幼坤、曾香桂如同无数外
来务工人员一样，走进了东莞，
扎根在横沥。她们用行动诠释
了横沥“小城大爱”和“牛墟文
化”的精神内涵，并将这种精神
传播到更广阔的地域。正是东
莞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大爱，让
她们与城市发展脉搏同步，共
同繁荣。

过去的十几年里，横沥为曾
香桂、莫幼坤提供了如家般的
温暖。曾香桂感慨道：“生活在
东莞，我们能够享受到安全有
效、方便优质的公共卫生和基
本医疗服务，这让我们感到十分
安心。”

如今，她们也在用实际行动
回馈这座城市，踏踏实实地履行
自己的职责，将群众的心声汇聚

成一个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提
案，带到全国两会、广东省两会，
为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精神的能量跨越时空。近
年来，在横沥“小城大爱”精神的
滋养下，“好人现象”成为横沥
镇的独特风景，涌现出“社工之
父”徐祥龄，“诚实守信的牛经
纪”张扬锦、朱树轩，“最美女教
师”覃健等一批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此外，还有“广东好
人”张月娥，“东莞好人”叶惠权、
闫媛媛、吴亚七等。这些好人多
数是来自民间的“草根英雄”，他
们把平凡的小事用心做、用爱
做，把一件好事认真做、坚持
做。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
诉我们：当好人不抽象，做好事
不遥远。

以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
个个暖心的人物和故事则不断
刷新着横沥的文明温度，逐渐释
放出文化与道德领域的“森林效
应”，横沥更在2017年获评“广
东省文明镇”基础上，于2020年
首次获评“全国文明镇”。

从群像到效应
“好人森林”为横沥添

“一片绿”

横沥，这座散发着独特魅力
的城镇，近年来为何能够孕育出
众多平凡好人与道德模范，赢得
无数赞誉？答案或许就隐藏在
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浓厚的人
文情怀之中。

如果你走在横沥的大街小
巷，志愿者的身影如同繁星点
点，他们默默地用实际行动传递
着爱与温暖，让“小城大爱”成为
了横沥的闪亮名片。

作为人口“倒挂”的城镇，横
沥非户籍人口众多，出租屋遍
布，但这并未让这座城镇显得陌
生和疏离。相反，横沥始终坚守
着“以心换心”的服务理念，致力

于让每一位在横沥生活的居民
都感受到家的温暖。“两个文明
共享计划”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
怀，让出租屋租住人员和企业员
工更有归属感。

“我已经把东莞和横沥当
作我的第二故乡。这座城市给
予我太多，我也想回报她。”许
多外来务工人员不知不觉产生
了强烈的“家园意识”，这不仅
让横沥成为了一个充满爱的大
家庭，更彰显了这座城镇的包
容与和谐。

近年来，横沥镇在推动经济
发展的同时，坚持以评促建，示
范带动，相继推出了“道德模范”
评选、“横沥好人”评选、和睦家
庭评选等一系列“道德明星”评
选活动，深入挖掘横沥好人、道
德模范的感人故事。唱响和传
承“牛文化”，让文明风尚充盈在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更融入横沥
人的一言一行中。

为了让好人得到更多的实
惠，横沥建立健全关爱“好人”长
效机制，制定了《横沥镇“道德模

范”圆梦计划实施办法》，建立帮
扶和慰问道德模范机制，还专人
专职跟进“道德模范”的需求。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熏陶下，越来
越多的横沥人秉持着包容和善
的品格，挺身而出服务大众，成
为城市的文明使者。

坚持“好人”教育从娃娃抓
起，横沥还制定《横沥镇未成年
人良好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工作
指引》。关爱“小候鸟”“益企啡
吧”等公益项目，更让“友善横
沥”的城市精神更加看得见、
摸得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为
横沥的好人频出提供了肥沃
的土壤。

从“挖掘好人”到“处处是好
人”，看似数量的变化，实际是由
知到行的过程，是培育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工程。
从好人频出到文明新风，横沥把
激扬精神力量作为迈向共同富
裕的内核动力，不断掀起崇敬好
人、学习好人、争做好人的热潮，
在全镇形成见贤思齐、向善向上
的生动气象。

保障残障人士走出家门灵活就业，为家
庭减负增收

东莞“筑梦工场”
助残障人士收入倍增

“快点出门，上班去啰……”早上8时，东莞茶山
镇49岁的波叔正在催促23岁的儿子阿成快点出门，
一道去上班。

这一场景已有半年时间了。185名精神、智力
残障人士实现收入增长200%——这是由东莞展能
社工运营的“筑梦工场”、东莞市残障服务对象辅助
性就业项目运营半年多来交出的“成绩单”。

广东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和东
莞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提到，在“十
四五”期间，将大力发展残疾人支持性就业、辅助性就
业和灵活就业，加大支持保障力度，就近就便安排智
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等残障人士就业。东莞“筑
梦工场”开设的残障人士生产车间落实规划精神，保
障残障人士走出家门，灵活就业，为家庭减负增收。

本报记者 吕晓敢 高鹏飞 文/图

记者探访 特殊的东莞“筑梦工场”

3月11日15时许，记者一行驱车来到茶山镇残疾人康复
就业服务中心。该中心是一栋5层楼房，环境幽静，建筑面积
1700平方米，设有职业康复室、康复训练室、社交活动室、心
理咨询室等多个功能室，配有社会工作者、康复治疗师、职业
训导师等6名专职工作人员，帮助残障人士恢复和发展参与
社会、回归社会的能力，减轻其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展能社工、职业训导师陈磊珍热情接待来访记者，并详
细介绍了该镇残疾人康复就业服务中心的运营情况。服务
中心除了提供日常服务（晨检、体育锻炼、午餐午休、床铺整
理等）之外，还专门为残障人士提供专业服务（社会工作、康
复训练、就业辅导等），并特别运营了“筑梦工场”项目。

走进3楼的残障车间，记者看到不同年龄的智力、精神和
重度肢体残疾等残障人士在工作台前忙着做手工活，有毛绒
玩具、灯饰、头巾等不同配件，为工厂外派的订单赶工。看到
记者来访，残障朋友很开心地挥手打招呼：“你……好！”“大
家好！”记者留意到，其中一位20多岁肢体残疾的姑娘正坐在
轮椅上，一片一片地撕开面布，动作虽然吃力，却很是认真。

更特别的是，49岁的波叔和他23岁的儿子阿成，这对父
子均为二级智力残疾。“波叔来中心11年了，阿成也有5年
了。父子俩很勤快，每天来这边上班都很积极。”陈磊珍告诉
记者，波叔没来中心之前，脾气暴躁，经常跟人发生争执，家
庭关系也很紧张。来中心后，学习了洗车、做面点、家政服务
等技能，进步很明显。阿成刚来时的前几个月比较封闭自
己，经过逐渐开导后，如今像换了个人似的，干活非常麻利，
甚至几家企业都想招聘他。

残障车间 助残疾人灵活就业增收

记者了解到，2023年6月，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由东莞市
展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策划的“筑梦工场”东莞市残障服务
对象辅助性就业项目正式运营。项目陆续在茶山镇、石龙
镇、万江街道、南城街道、东城街道、道滘镇6个镇街进行试运
营，团队前期通过到企业学习、服务对象培训、团队交流会
议，学习产品生产流程，测试订单的数量与产量，规划合理的
路线，筹建生产车间。

茶山镇残疾人康复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黄经伟表示，目前
该项目引进东莞市富瑄服装有限公司、景成绣花厂、玩乐童
话有限公司（Jolly baby品牌）等多家企业资源，将企业的产
品生产线安置在东莞市16个镇街内，组建成生产专线和残疾
人生产车间。同时，项目根据残障服务对象的能力和特点，
对其进行对应的培训、分组，以有序承接企业给予的订单，有
效促进企业社区的联动，达到就业增收的目的。

如今，“筑梦工场”项目已经成功建立6个残障服务对象
生产车间，有185名残障服务对象参与到生产专线中，安排了
稳定合作的送货司机，规划了一条合理的路线，且产量与质
量均达到企业预期。在运营期间，项目共获得收入5万多
元。“没有这个项目之前收入只有1.5万元至2万元之间，如今
增加到5万元，这让180名残障服务对象实现倍增，增收幅度
达200%。”黄经伟介绍道。

接下来，项目会推广向其他的10个镇街，引入更多的合
作企业，将企业的生产线引进社区，让机构服务的500多名残
障服务对象在家门口“上班”。

征信异议申请渠道上新
东莞6家企业征信自助查询网点完成

系统升级
本报讯（记者 官小群）“真是太方便了，家门口也可以

办征信异议了。”近日，家住东莞市凤岗镇的包女士刚通过工
商银行东莞凤岗支行的企业征信自助查询机申请一笔个人
征信异议，为便捷的征信服务点赞。

据了解，征信异议申请是指个人或企业认为信用报告中
的信息有错误、遗漏的，可向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征信分中心
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申请，要求更正。经相关机构核查
后，如果确实存在信息错误或遗漏的，机构予以更正；如果经
确认报告并无错误的，机构则不予修改记录。

近期，在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的指导下，人民银行东莞
市分行强化征信服务供给，组织辖内6家企业征信自助查询
网点成功完成系统升级，实现个人和企业征信异议申请自助
办理，便利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据悉，征信异议自助申
请服务网点覆盖南城、长安、虎门、凤岗、常平、松山湖等六大
镇街（园区），自助异议申请全程电子化，无需纸质资料，只需
信息主体携带本人有效二代身
份证即可办理。

同时，人民银行东莞市分
行提醒，异议申请不收取任何
费用，信息主体要选择正规合
法途径解决征信异议，防范“征
信修复”骗局，避免上当受骗。

扫码阅读
详细内容

横沥镇把激扬精神力量作为迈向共同富裕的内核动力

61名“好人”众木成林
点滴平凡创造“非凡效应”

“‘肥坤’从北京开完全国两会后回来上班了！”3月11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在北京闭幕。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后，12日一大早，全国人大代表莫
幼坤又回到了东莞，在熟悉的岗位上继续为东莞医疗事业奋力拼搏。

从平凡的护士到全国人大代表，莫幼坤的个人成长与东莞横沥的“好人现象”
密不可分。“横沥的‘好人精神’影响了我，激励我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创造优异的成
绩。”从像莫幼坤那样的个体，到服务于社会的志愿者队伍，奋斗者们与横沥的发展
步伐紧密相随，宛如一曲和谐共鸣的乐章。而这片由众多“好人”共同构筑的“森
林”，正蜕变成为推动横沥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成就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好人好事、温暖瞬间，则成为
社会温度的动人旋律。截至目前，横沥发掘选树各类好人、道德模范共61人，获得
各类荣誉94人次（国家级15人次，省级11人次，市级68人次），总数位居全市前
列，实现井喷式增长。

本报记者 叶可欣 袁健斌/文 横沥供图

首票智利西梅抵达东莞港
直航专线正式开通，东莞人可以吃到更新鲜、更便宜的进口水果了

■展能社工茶山康复就业中心“筑梦工厂”

■昨日，一批总重1525吨、货值约2600万元的智利西梅抵达东莞港
本报记者 梁浚锋 摄

■莫幼坤回到工作岗位后，继续当好市民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横沥镇出租屋文明共享计划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