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深读CE HUA 策划2012年1月6日 星期五
编辑 宋才华 组版唐玉梅 校对 刘军

近日，万达集团向外界公布了

2011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成绩单。

去年，万达集团资产达到1950亿元，

年收入1051亿元，不仅经济指标名

列中国民营企业前茅，特别是承担

社会责任成绩突出，在创造就业、缴

纳税收、节能减排、慈善捐赠、义工

服务等方面，向社会交出一份优秀

的社会责任答卷。

万达集团2011年开业16座万达

广场、12家五星级酒店、14家百货店

等，创造城市服务业就业岗位8.9万

人，其中大学生1.68万人。2011年全

国新增就业岗位共1200万个，万达

一家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就占全国

新增就业岗位的0.74%。

2011年，万达集团纳税163.4亿

元，比2010年增长72%。2010年万

达纳税95亿元，纳税额在全国民营

企业中排名第一，预计2011年万达

将继续保持这一地位。

2011年，万达集团共有13个万

达广场通过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绿色建筑”认证，使获得绿色建筑

认证的项目总共达到16个。住建部

绿色建筑认证办法自2009年颁布

以来，全国一共只有16个公共建筑

获得认证，全部是万达广场，万达在

节能减排方面的成绩遥遥领先于全

国其他企业。万达集团内部规定，

要求2013年以后开发的住宅100%

实现精装修，以节约建筑材料，减少

环境污染。

2011年，万达集团慈善公益事

业捐赠现金2.57亿元。其中为成都

教育事业捐款1亿元，为支持中国足

球振兴捐款8500万元（总捐款额超

过6亿元，此为第一笔捐款），为团中

央青年创业基金捐款2000万元，为

新疆社会事业发展捐款1500万元，

为向大连市困难群众送温暖活动捐

款1000万元。

2011年，万达集团共组织义工活

动726次，48053人次参加。万达集

团明确规定，每个员工必须每年做一

次义工，这项制度自2006年实施以

来，万达员工累计做义工超过15万人

次。万达义工志愿服务活动随着万

达的发展，遍布全国60多个城市，成

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一道独特风景。

为中国民营企业争光

万达交出2011年企业社会责任成绩单

本报结合“走基层、转作

风、改文风”活动，将陆续推

出“星报记者走基层之寻找

城市精神”大型系列报道。

通过对安徽不同城市的“城

市精神”的挖掘，深度解读每

个“城市精神”的深层次内

涵。

为使此项活动更深入、更

持久、更广泛，本报发起一场

“城市精神大讨论”，欢迎您提

出自己的看法，您认为您所在

的城市具有何种城市精神，或

者需要弘扬什么样的城市精

神 ，请 您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

0551-5223760。

“城市精神大讨论”邀请您参与

互 动

1987年，谭秀英差一分没考

上大学，一直优秀的她，不敢去

见同学，不想复习。谭秀英到一

个工商所，从事市场管理工作。

但时间不长，她辞职了，不为别

的，因为她想自己干点事。

在一个农贸市场，她摆地摊

卖干鲜。从市场管理者，到被管

理者，谭秀英什么都不懂，只能

凭一份诚信去经营。时间长了，

大家都说“77号那个店不错，物

美价廉、服务好”。77号正是谭

秀英经营的小店。

慢慢地，谭秀英开始批发零

售干鲜。这个生意相当辛苦，早

晨4点要起，晚上12点才能睡，就

这样，谭秀英坚持了六年。她挺

着大肚子时，还要去卸货。生孩

子的前一刻，她还在整理货物，

生完孩子的第二天她就回家忙

着打理店里的活计。

生意每扩大一步，谭秀英就

思考着新的发展空间，做什么自

己有把握，就朝那个目标奋进。

她对自己说，“干自己懂的，认真

干，实实在在走好每一步”。现

在，她已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她又给自己和公司制定了更远

的规划。

有则善用，无则思变。谭秀

英每走一步，都深思熟虑，正如

淮北的发展。作为煤炭城市，淮

北市利用煤炭创造了一个城市

的生活，如今又思索着产业的转

型，转型获得了成功。淮北城市

形象的转变，六大产业转型的开

展，慢慢打造出了一个依山临水

的生态城。

艰苦创业 拼搏进取 团结奉献 勇争一流

淮北：燃烧自己 温暖别人
记者 殷艳萍

淮北立市之初，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从家乡远道而来，在淮

北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到落叶护花，为淮北的发展，他们献出了

自己的青春。淮北，慢慢成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接下了老建设

者手中的奉献棒。

艰苦创业，拼搏进取，团结奉献和勇争一流，1993年，淮北定位了自己的城市精神。在2011年的党代会

上，淮北市委书记毕美家说，淮北是一座煤城，有一种“燃烧自己，温暖别人”的精神。无论是艰苦，还是拼

搏，还是争一流，都融入煤炭的奉献之中。

“淮北师范大学如今好漂

亮。”凝望缤纷夜色，淮北师范大

学教授傅瑛想起了30 年前，那时

她初到淮北。傅瑛老家在天津，

17岁插队到安徽，1977年考入安

大，毕业后来到淮北。刚开始，傅

瑛有一种被发配边疆的滋味，但

很快，她打消了愁怨。在她心中，

淮北是一个有特色的地方、一个

有文化的地方、一个有发展前景

的地方、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傅瑛是淮北市第一个女教

授，教育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可

她觉得自己为淮北做得太少，那

些早年来到淮北，参与淮北建设

的人，让她抑制不住感动和敬

佩。淮北妇联曾组织一个活动，

叫淮北巾帼第一人，一看到第一

个女工程师吴莹清，第一个女农

艺师杨宏惠等人的资料，傅瑛再

次被感动。

吴莹清是浙江人，清华大学

建筑系的，林徽因的学生，一毕

业就到这里来了。淮北最初的

那些楼房，基本都是她设计建造

的。农忙时，吴莹清下去支农，

干着最累的活，从不叫苦。杨宏

惠，老家蚌埠，住城里，家庭条件

好，可是却乐意来到淮北，天天

跑到乡下搞红薯种植，每天一身

泥一身水，累得不行，从不见她

抱怨什么，对红薯的研究之深，

让她成为淮北的红薯大王。 淮

北师大的一个老校长，在全国师

范院校都是响当当的，他从上海

华师大跑到这个地方，这儿当时

很破，来报到都找不到校门，找

不到牌子……

“他们那一代，工作无怨无

悔，把自己献给了淮北，把自己的

孩子也献给了淮北，他们是淮北

的脊梁。”傅瑛由衷地说道。

周凤珍，52 岁，淮北一名普

通环卫工人。每天早晨三点，一

片静悄悄之中，她便开始步行前

往工作的马路。那条马路，周凤

珍不知扫了多少遍，酷暑严冬，她

一次不缺，任身上的衣服湿了又

干，任寒风中的手越来越僵。看

到发生矛盾的同事，她去劝导；天

热时，她经常自己出钱买水给大

家喝，或买上一个西瓜。

1996年，周凤珍第一次在矿

山献血。想想献血能帮别人，献

血后身体还挺舒服，周凤珍爱上

了献血，每年定期献。2002 年，

孩子上高中，周凤珍在市里租了

房。一次献血时，医生告诉她，她

适合献血小板。周凤珍从此开始

献血小板，每月一次，而且每次都

比一般人献的多，献得医生护士

心疼了，劝她少献点，周凤珍毫不

在意。

2011年 5月 28日，凌晨4点

多，周凤珍正在清扫马路时，突

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称一

个产妇生孩子时大出血，情况

危急，周凤珍立马赶到医院，看

到产妇家属焦急地在血库门口

踱步，她二话不说就去扎针。血

小板流入产妇身体，产妇保住了

生命，周凤珍心里比谁都高兴。

至今，周凤珍已无尝献血近

7万毫升（包括血小板折算），获

得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去年，她又获得了感动淮北十佳

母亲之称。

“血站规定，到了55岁就不

能献血了，我现在52岁了，只要

我的身体正常，我还是会继续献

血，直到不能献为止。”周凤珍说。

在淮北，提起城管，人们首

先想到的“城管110”，还有“城管

小勇大队”，这是以王小勇的名

字命名的。

15年前，王小勇无意间选择

了城管一职。起初，工作上的种

种困难，让他一度坚持不下去。

但王小勇还是选择了接受，慢慢

地通过努力，王小勇和市民交上

了朋友。

长期工作中，王小勇制定出

了“城管110”热线的规章制度，在

这个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时响

起，市民反映的每一件事都被记

录下来，大屏幕上的滚动字幕，

显示着处理情况。

给摊贩解决摊位问题，送流

浪者回家，清除马路垃圾，捐赠

贫困人员……王小勇不知做了

多少，最近 8 年，他没有一个周

末。“城管 110”实行的是24小时

值班制度，投诉必理。为了保证

服务的质量，他放弃了休息时

间，吃饭时也要拿着对讲机，手

机24小时不关机。

王小勇获得了省精神文明

十佳人物，以及省劳模的称号。

他说，这里有妻子的一半功劳，

没有妻子的全力支持，他也做不

了这么多事情。王小勇说，自己

至多算一个敬业的人，是无数敬

业的淮北人中的平凡一员。

一群开拓者的激情岁月

一位普通环卫工的大爱

一个城管的15年

一个创业者的思维

淮北市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