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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弟弟刘向涛在青岛开办
服装公司，主要负责研发服
装品牌和市场销售；哥哥刘
涛在老家租赁了一个标准化
车间，先后吸引 50 多名当
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在舞
阳县保和乡保和村，刘涛、
刘向涛兄弟俩开办的服装加
工厂生意红火，每年能生产
60 万件的服装，远销国内
外。4月14日上午，记者来
到保和村，到这个服装加工
车间探访。

兄弟俩想回老家办厂

记者在这个 1700 多平
方米的标准化车间里看到，
整个车间分为上下两层，下
面一层是生产车间，上面一
层主要用于存放加工好的服
装。“前天刚接到宁波一个
品牌服装的加工订单，今天
是最后一批了。”今年39岁
的刘涛边带记者在车间里参
观，边向记者介绍。

刘涛和刘向涛是舞阳县
北舞渡镇菜园刘村人。2000
年前后，刘涛带着弟弟在北
京动物园附近开始从事服装
批发生意，经过几年的积
累，弟弟刘向涛在青岛注册
并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加工公
司。“当时我想回到老家看
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
加工服装。”刘涛告诉记
者，他得知老家的留守妇女
比较多，就想着和弟弟商量
一下，看能否在老家办厂。

“没想到弟弟也有这个
想法。”刘涛告诉记者，目
前大城市劳动成本高，工人
工资、场地租赁等费用也不
低。于是，哥俩一拍即合，
决定找机会在老家办厂。

终于圆了回乡创业梦

一个偶然的机会，哥哥

刘涛得知保和乡保和村正在
筹建一个大型标准化车间。
他主动联系到当地政府，将
租赁车间办服装加工厂的想
法，给保和乡政府相关负责
人说了。

“没想到乡里很支持，
不光考虑到俺的实际情况，
实行租赁费分期支付，还整
合资金给我们建了办公室、
餐厅等一些附属设施。”刘
涛告诉记者，光这些附属设
施的投资就有20多万元。

去年 10 月底，宽敞明
亮的办公室、干净整洁的工
人餐厅迅速建起，刘涛兄弟
俩的服装加工厂正式投入生
产。“刚开始起步难，政府
还给俺拉来了返乡创业贷
款。”刘涛说，在当地政府
的多方支持下，哥俩的服装
加工厂迅速进入了正轨，一
下就招收了40名工人。

弟弟刘向涛会搞品牌研
发生产，哥哥刘涛善于工厂
车间管理。“我们俩分工明
确，各负其责。”刘涛笑着
告诉记者。

帮乡邻实现家门口就业

今年 40 多岁的武惠珍
是保和乡化庄村的一名贫困
群众。如今，她已经在这个
车间里上了半年班。

“每个月多的话能拿到
4500 元 ， 最 低 也 不 低 于
4000元。”正在一层车间里
忙着加工服装的她告诉记
者，在车间里和她一样上
班的贫困群众有 16 名，大
家有的是缝纫工，有的是
裁剪工，有的则是干写零
散活。

“现在这个车间已经招
收了 50 多名工人，他们大
多来自周边村子。”刘涛告
诉记者，他们在舞阳县彰化
乡也开办了这样的车间，将
来会帮助更多的村民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缩
影。近年来，我市积极倡导餐桌
文明，在市区饭店、宾馆、机关
食堂、学校食堂等餐饮经营单位
普及餐桌文明知识，推广餐桌文
明礼仪。连日走访记者发现，虽
然人们餐桌文明意识逐渐提高，
但在安全用餐、卫生用餐和文明
用餐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文明就餐意识逐渐提高

4月15日早上，在市区黄山
路一家餐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前来就餐。店里各种小菜、面
点、粥等摆放整齐，供市民选
择。不少市民拿着托盘自觉排队
点餐，虽然就餐的人比较多，但
是店内秩序井然。在市区泰山路
一家餐馆，记者也见到了同样的
情景。“现在市民的素质越来越
高，很多人都自觉排队，我们这

里有托盘，方便顾客端饭，有的
人吃完饭还把碗筷都放在托盘
里，我们打扫起来也很方便。”
餐馆一位工作人员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
来，市民文明就餐的意识逐渐提
高，但室内吸烟、带宠物进店、
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依然存
在。4月14日，在市区文化路一
家餐馆，正值周末，不少市民或
是全家人聚餐，或是和朋友一起
前来就餐，但有两位顾客却点燃
了手中的香烟。“就餐时受二手
烟的侵扰，不仅熏得衣服上都是
烟味儿，也破坏了好心情。”一
些市民表示。

采访中，对带宠物到餐馆、
吃饭时大声喧哗、随地吐痰和乱
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大家也很
反感。“有一次在饭店吃饭，一
桌顾客在大声说笑，孩子们也在
乱跑乱闹，很是惹人烦。外出就
餐，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静、温
馨的环境，如果周围都是吵闹
声，谁都不乐意。”市民王琳说。

共同打造良好就餐环境

除了对消费者应该对不文明
用餐行为说“不”，餐饮企业也
应在打造良好就餐环境方面进一
步努力。

记者走访了一些餐饮店发
现，“小份菜”“半份菜”的普及
度力度还不够大。“小份菜”“半
份菜”，普遍受消费者欢迎，商
家为何却打退堂鼓呢？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烹饪并
不会因为量小而减少制作流程，
如果只定半价，商家感觉利润
少、划不来，如果高于半价，消
费者也不买账。这就使有利于节
约粮食的“小份菜”“半份菜”
推广起来难度大。

此外，在食品安全方面，一
些餐饮店设置了透明厨房，饭菜
制作过程清晰可见。甚至有一些
商家通过网络把采购到的新鲜原
材料“晒出来”，让顾客能够吃
得放心。但这样的餐饮店还是少
数，一些市民对餐馆的食品卫生
还心存疑虑。

“在外面吃饭肯定不比在家
安全，尤其是肉，我在外面吃饭
从来不吃肉馅的食物。”市民刘
先生说。

除了食品安全、饮食卫生
等，一些市民还表示，一些餐饮
企业仍存在业务不太熟练、态度
不好等问题，希望餐饮企业能在
这些方面有所提高。

总之，推进“文明餐桌”不
仅需要市民的自觉、餐饮店的配
合，还需要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力
度，大家共同努力，打造良好的
公共就餐环境。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从今年3月开始，双龙区域
的雨污分流工程就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那么，目前工程进展如
何？完成后会有哪些好处呢？4
月15日，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里子”工程得到市民支持

记者在市区汉江路的雨污分
流施工工程点看到，不少路面已
经被挖开，施工点周围设置了围
挡，并设立了警示牌、工程公示
牌、环境保护牌等。

“过去一到夏天下雨就犯
愁，雨水排不及，有时污水还会
倒灌。城市管道作为一个城市的

‘里子’，现在进行改造，虽然暂
时影响了生意，但却能解决路上
积水问题，我们很支持。”在汉
江路经营一家洗衣店的吴女士告
诉记者。

“施工过程中采用顶管机顶
进，路面破坏少了，交通压力也
小了。”双龙区域雨污分流改造
工程的联络人张锋告诉记者，为
了减少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大部分路段都是分段施工，施工
一段尽快恢复一段。

“雨污分流施工并不像表面
看上去那样，挖开路面填上管子
就可以了，背后有大量看不见的
工作。”张锋说，“比如，某一路
段开挖前，得确定这一路段有多
少管道、电缆、光缆，要提前改
造或进行保护。”

遇大雨不再愁路面积水

此次双龙区域雨污改造共有
11 项工程，分别是 9 条道路工
程，1个滨河路泵站扩容改造工
程及霸王沟两侧截污管道工程，
分别铺设雨水管道 4445米，污
水管道18345.5米。

张锋告诉记者，之前污水和
雨水经一个管道排出，由于污水
中经常有一些生活垃圾或树枝，
导致堵塞，造成大雨天路面积
水。雨污分流改造好后，整个双
龙区域所产生的生活污水，直接
流进源汇区马沟污水处理厂，雨
水则收集反复利用。

记者从市住建局代建中心了
解到，雨污分流工程改造完后，遇
到降雨量为50毫米的暴雨时，可
在 2小时内排完路上积水，而遇
到 100毫米的特大暴雨时，则不
会超过24小时积水即可排完。

倡树餐饮新风 还需多方努力

做好“里子”工程 实现雨污分流

哥俩返乡创业
带动乡邻致富

市区太行山路施工点正在进行顶管作业市区太行山路施工点正在进行顶管作业。。

市区泰山路一家餐馆内贴着市区泰山路一家餐馆内贴着““自觉排队自觉排队 文明就餐文明就餐””的宣传标语的宣传标语。。

刘向涛在车间里查看工人工作刘向涛在车间里查看工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