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期《恒逸报》第 2 版上，刊发了
特约通讯员王伟写的一篇题为《节约也
是一种盈利 恒逸化纤推出系列降本提
质举措》的报道，我看后深有感触。

前些日子，因销售需要，我帮聚酯部
的孟工取了两袋切片小样分析。为了能

分辨清两袋切片的生
产班次，我顺手拿起记
号笔，准备把班次写在
取样袋上面。孟工赶忙
阻止，说是那袋子下次
还可以再用，用一小片

废纸写上搁里头就可以了。”孟工的提醒，
让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当时，我回了
他一句：“孟工，你真节能！”

是的，物尽其用，不论从环保还是从
节能降耗上讲，都是必要的。我们正在倡
导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的核心就是物尽其
用，减少浪费。技术改造、设备改进无疑是
公司节能降耗的重要途径，但在日常工作
中也有好多节能工作可做，无论是用水用
电，还是消耗品使用等，用的用，省的省。

比如扫把坏了，不要随手扔进垃圾
桶，有的稍稍修扎一下还可使用；比如用

空调，只要人一离开，能做到随手关机，即
使人在，温度也控制在适当的度数，这不
仅节能还有益于健康和环保，我们何乐而
不为？在午餐休息时和下班后关闭电脑及
显示器，这样做除省电外还可以将这些电
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三分之一；在开
叉车时，适当控制车速，不乱轰抬油门，减
少不必要的刹车，离车随手关闭发动机，
都能减少柴油的消耗，减低污染；夜班的
员工能自觉根据情况及时关闭照明灯。

因此，只要我们在工作中做个有心
人，处处注意培养节能降耗意识和习惯，
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勤俭过日子。从节
约一度电、一滴水、一张纸等小事做起，让
节能降耗成为一种时尚，这样就能形成良
好的节能文化，以实现费用最小化，来达
到增收最大化，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让节能降耗成为时尚
■ 刘巧梅

结束了在恒逸聚
合物公司为期两个月
的学习培训，我和同事
们一样满怀盼望与期
待，乘上了开往恒逸高
新材料公司的那班班
车。

车子稳稳地行走
在笔直的高速公路上，
让人感到无比的踏实。
可是当望向周围，满眼
都是荒芜的土地时，我
的心里不时有种忐忑
不安的感觉，耳边的音
乐好像也变得很虚无
缥缈。虽然宽敞舒适的
工作环境是大家都向
往的，但是工作和工作
环境是客观存在的，我
们只有去适应，而不能
过分地强求。终于，客
车缓缓地停在办公楼
下……

等到真正的融入
恒逸这个大集体，我才发现，作为中国化
纤行业的龙头企业，它不仅仅在销量上取
得骄人的成绩，企业内部的精神更是让人
敬佩。对于产品的创新和技术的革新，永
远都是不变的话题，那些匆匆从身边走过
的工友，衣着普通，其貌不扬，他们对于环
境没有任何抱怨。他们中有些可能是现场
挥汗如雨的工程师，有些可能是车间里工
艺娴熟的操作工，他们都是怀着“低调做
人，高调做事”的心态，全力去建设恒逸，
壮大化纤工业。他们是一群靠实力，靠业
绩说话的人，对于他们的丰功伟绩从来不
去张扬，这就是恒逸人的特质。在我们身
边就有这么一群人，我们更应该向这些前
辈学习，让这种恒逸精神不断感染周围的
每一个人。

也许很多人都会认为像我们 80后这
一代人是温室里的花儿，经不起风吹雨
打，不能委以重任。但是我相信，敢于创新
和尝试的职场新人们，一定会凭借他们的
智慧和胆识，在恒逸未来的发展中凝聚成
一股中坚力量，秉承“永不止步，缔造辉
煌”的精神，将恒逸的未来打造得更加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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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0 个“全国助残日”前夕，笔者
专门走访了一位运动健将，她刚在 4月 18
日闭幕的杭州市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上，
代表萧山队获得女子 SH1 气步枪卧姿金
牌和立姿银牌。她就是我们恒逸聚合物有
限公司残疾员工胡雪萍。

克服困难 刻苦训练
胡雪萍是一个文静、心细而又永不服

输的姑娘。因身患小儿麻痹症，她右下肢

致残，2002年 6月从安徽老家来到恒逸聚
合物公司，被安排在镜检岗位工作。在本
职岗位上，她认真负责，深受领导和员工的
好评，2007年荣膺恒逸集团“十佳青工”称
号。

2006年 5月，萧山残联为准备迎战浙
江省第七届残运会，前来恒逸聚合物公司
挑选残疾运动员。胡雪萍有幸被选中，当
时她既高兴又担心。能够被百里挑一甚至
千里挑一，心情自然是激动不已，但想到自
己是残疾人，体育竞技对她来说就是一张
白纸，无法想象未来将会是怎样的。

到了运动队，胡雪萍才知道自己所训
练的项目是气步枪卧射和立射姿势，每天
要携带 11斤重的进口步枪进行枯燥乏味
的定位瞄准训练。由于长时间的训练，用
来托枪的左手背上的老茧脱了一层又一
层，而且自己左脚残疾，身体重心靠右脚和
腰部来支撑，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她背
负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

胡雪萍本以为和她一起被选中的同伴
会安排在一起，没想到因训练项目不同也
分开了。一下子离开了那么多的同事、伙
伴，她感到孤单、失落，开始有些后悔了。
但是想到领导那么信任她，自己要代表恒

逸参加比赛、代表萧山队参加比赛，慢慢
地开始习惯了，要强的她最后坚持下来
了。

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刻苦训练，胡
雪萍在杭州市第七届残运会上一举夺得
女子 SH1气步枪立射和卧射的两枚金牌，
在省第七届残运会上也获得同项目的一
金一银的好成绩，同时还获得了“2006 年
度杭州市优秀残疾人运动员”的光荣称
号。

心怀感恩 不辱使命
几年来，胡雪萍刻苦训练、勇于拼搏，

在历届区、市、省级残疾人运动赛事上屡
创佳绩，为恒逸争光添彩。2009年 8月在
杭州市残疾人射击锦标赛上取得女子
SH1气步枪立射和卧射的两枚金牌。

然而，比赛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
也会遇到挫折。今年 3月底在杭州市举办
的浙江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她又一
次夺得了气步枪卧姿金牌。在接下去的立
姿比赛中，第一组 10发子弹打了个 99环，
此刻她的心里压力很大，觉得第一组成绩
这么好，第二组想打得更好些，一定要夺
得金牌。谁知，由于求胜心切，第二组才打
了个 84环，与奖牌失之交臂，只得了个第

四名。
但是，胡雪萍并没有从此颓废下去，

而是从这次失误中总结教训，加强心理素
质训练。在 20天后的杭州市第八届残运会
上，她重新取得一金一银的好成绩。如今，
她正在积极备战，力争代表浙江省队参加
2011年 10月在杭州市举办的第八届全国
残疾人运动会。

从刚开始对射击的一无所知，到现在
的无限热爱，胡雪萍正在慢慢成长，就像
她所说的：“每天都有新的期待，从区到
市，从市到省，我一点点琢磨，一次次期
待，正如一块巨大的磁铁有强大的吸引
力，让我对射击运动无法离弃，有坚定的
信心走向成功！”

在一次次成功来临的时刻，胡雪萍并
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她的人。当问及到她
的感受时，她心怀感恩，感慨地说：“感谢
恒逸能为我提供这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如
果没有公司的支持，没有残协副会长施柏
祥同志的鼓励，没有区残联的推荐，就不
会有我的今天。在此，我向所有帮助过我
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只有努力地争取
每次的胜利，才能不辜负恒逸和残联对我
的殷切期盼。”

编后：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全
社会都在高度关注。在祖国和谐的大家庭
里，残疾人就业、生活都得以保障。作为残
疾人要有“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
神，像胡雪萍那样自强不息，以百倍的信
心和高度责任心投入到公司的发展与建
设中去。在第二十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
际，向恒逸全体残疾员工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衷心的祝愿。

自强不息 勇于拼搏
———访杭州市第八届残运会气步枪金牌得主胡雪萍

本报特约通讯员 单忠民

本报讯 5月 10日，由本报组织的恒
逸内刊首次交流研讨会在聚合物公司二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集团办公室副主
任、《恒逸报》执行主编何邦阳主持，本报
编辑部成员、《聚合通讯》、《化纤视窗》报
和《上海恒逸报》的 11名内刊兼职编辑人

员参加了会议。
自 1995 年 1 月《恒逸报》创刊以来，

恒逸内刊伴随着集团公司的发展步伐而
茁壮成长。在集团公司和所属企业领导的
重视下，本报积极推动恒逸集团子内刊建
设工作。在 2008年 3月恒逸聚合物公司

《聚合通讯》创刊之前（恒逸高新公司投产
后联合主办《聚合通讯》），原恒逸新合纤
面料公司曾创办过《逸秀林》，今年 5 月 1
日恒逸化纤公司《化纤视窗》报正式创办，
《上海恒逸报》也将于 5月底创刊。期间，
恒逸控股企业《逸盛报》和恒逸参股企业
《逸盛大化》报也相继创刊。

会上，各位内刊编辑共同探讨如何办
好企业内刊及提升内刊编辑水平，重点围
绕内刊内容和版面策划、定位及规程等方
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聚合物公司综合部
经理倪金梅和化纤公司综合办行政人事
主管崔贤芳分别代表《聚合通讯》和《化纤
视窗》报编辑部，介绍了各自内刊的栏目
设置情况、相关制度及通讯员队伍的建立
等，提出了在办刊过程中存在过的问题及
其解决办法，《上海恒逸报》责任编辑胡庆
汇报了上海公司内刊筹办的进展情况。

通过交流研讨，参加会议的各位编辑
获益匪浅，充分肯定了会议所取得的效
果，并希望今后能够经常性地开展类似的
交流活动，共同提升企业内刊的质量及形
象，为推动集团企业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本报编辑部）

本报召开恒逸内刊首次交流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