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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秦丽云 通讯
员刘永红） 5 月 9 日，叠彩区叠
彩街道燕湖社区开展主题为“温
馨五月天 感恩母亲节”的活
动，以此庆祝母亲节。

此次活动，不仅有才艺表演
环节，还有表白母亲、赠送礼物
给母亲等向母亲表达感恩的环

节。活动过程中，前来参加活动
的小朋友分批向妈妈代表们赠送
康乃馨，并且把自己制作的小礼
物赠送给自己的母亲，表达爱
意。此外，社区工作人员还分别
向抗疫志愿者、特扶人员、环卫
工人、社区困难妈妈等代表赠送
了慰问品。

马玉荣夫妇
用勤劳造福一方百姓

本报讯（记者陈晓东）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十二个全国防灾
减灾日。为提升基层应急能力，
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9
日，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七星
区辰山社区在澳洲花园小区开展
了“ 5·12 ”防灾减灾消防演练活
动。

活动现场，市机关后勤服务
中心党员干部、辰山社区党员及

计生协会会员、社区群众等首先
观看了七星区消防救援大队播放
的电动车火灾视频。随后，消防
队员以及澳洲花园小区物业人员
一起模拟接到小区发生火灾后的
灭火消防演练。演练中，小区物
业人员配合消防人员一起疏散群
众、紧急灭火，活动参与人员现
场观摩了灭火演练。

燕湖社区开展感恩母亲节活动

辰山社区开展防灾减灾消防演练活动

从普通小商户到大米加工大户，从自家脱贫致富到带领广大乡亲共同致富，全州
县咸水镇的马玉荣夫妇，通过艰辛创业，不仅写下了勤劳致富的佳话，还造福了一方
百姓。

9日，记者前往全州县咸水镇采访了这勤劳的一家。

通过多年勤劳打拼，马玉荣和丈夫有了自己的大型大米加工厂。

少时经历 让她感受到勤劳家风

9日下午，记者在咸水镇的一个大米
加工厂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马玉荣。
因为新建的大米加工厂即将启用，身为
主要负责人的她和工人们正在忙着调试
设备。偌大的厂房内，甚是闷热，马玉
荣忙前忙后，早已汗流浃背。

谈起对马玉荣的印象，很多熟悉她
的人都会用上“勤劳、能干”两个词。
用马玉荣自己的话说，“勤劳”一词，
似乎已经融入了她的生命。而这，与她
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上世纪 70 年代初出生的马玉荣，家
里有五个兄弟姐妹。马玉荣13岁时，父

亲因为劳累过度，不幸英年早逝。此
后，家庭重担压在母亲一个人肩头。

“那时候，妈妈总是有干不完的
活。”马玉荣说，在这样的家庭情况
下，他们兄弟姐妹五个，早已学会干各
种农活、家务活，而母亲总是默默地承
担起各种重担。后来，在勤劳的妈妈的
带领下，一家人的日子渐渐过得宽裕起
来。

马玉荣说，正是年少时的这些经
历，以及妈妈的言传身教，让她深深地
相信：勤劳，一定能带来收获，甚至能
改变一个家的命运。

艰辛创业 用勤劳造福一方百姓

1992年，20岁的马玉荣认识了当时
27岁的蒋友明，两人一见倾心，并很快
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早在结婚前，心
灵手巧的马玉荣就学了理发手艺。结婚
后，两人一起在咸水镇开了一家小商
店，兼营理发。

马玉荣说，因为勤劳肯干，经营得
当，小小的商店被夫妻俩经营得红红火
火。

时间到了 2001 年，听说开大米厂赚
钱，夫妻俩也动起了心思。马玉荣说，
虽然决定做大米生意时，夫妻二人心里
都没底，但是他们坚信：粮食是吃的，
总会有需要，技术不懂可以学，勤劳可
以克服很多困难。

大米厂成立后，夫妻俩不懂就去向
一些有经验的老乡学技术。看到哪家的
水稻种得好，他们就上门去虚心请教。
久而久之，夫妻俩不仅从“大米盲”变
身成了“鉴米师”，有时不用品尝，光

瞧瞧就知道是哪一年出产的稻米。
通过几年的艰辛努力，大米厂被夫

妻俩经营得越来越好，马玉荣和丈夫也
成了当地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致富带头
人。

但是，勤劳致富不是马玉荣和丈夫
奋斗的终极目标。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影响和带动当地的乡亲们一起致
富。从2015年起，夫妻俩通过“公司＋
合作社+农户+基础”的模式种植水稻、
旱稻 20000 多亩，带动越来越多的乡亲
加入到依靠种植水稻致富的道路上。

在公司发展的基础上，马玉荣夫妇
一直致力于社会扶贫建设，帮扶贫困农
户。从2010年至今，他们共免费提供谷
种给贫困农户 600 多户，并为他们培训
技术，帮助解决他们在种植、销售中遇
到的问题。同时，在用工等方面，夫妻
俩总是向贫困群众倾斜，为他们提供就
业机会。

奋斗不止 带动更多百姓增收

虽然生意越做越红火，但是马玉荣
夫妻俩依然在奋斗不止。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水平的
提高，人们保健意识的日益增强，对稻
米品质和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意识到
这一点后，马玉荣和丈夫又开始了不断
的探索。通过前期的市场调查，结合本
地的实际情况，夫妻俩决定加工富硒水
稻。截至目前，该公司推广示范富硒水
稻种植面积达 5 万亩，带动当地乃至柳
州、钦州等地共 4000 多户农户种植富硒
产品。此外，公司生产的“富硒四宝
米”、“鱼蛙米”等共 20 多个系列品
种，远销广东、湖南等 10 多个省市。

勤劳的家风，深深地影响着全家
人。

马玉荣告诉记者，因为自己深知勤
劳的重要性，所以从小就教育儿女要勤
劳肯干。这些年来，家里的经济虽然比
较宽裕，但是他们夫妻坚持不给孩子乱
花钱，同时鼓励他们自己通过劳动赚
钱。从儿子懂事开始，马玉荣就要求他
去捡拾大米厂废旧的纸品和塑料袋。通
过收集、销售废品，儿子可以得到自己
的零花钱。这让儿子养成了勤俭节约的
好习惯。

马玉荣一家勤劳的好家风，也感染
着众多的乡亲。全州县政府的一名工作
人员说，随着马玉荣夫妇俩的大米加工
产业越做越大，带动和影响了更多的百
姓增收。

记者秦丽云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