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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人大代表，做
企业服务近20年，我熟悉情况，有任何
事随时找我。”6月13日中午，武汉市蔡
甸区，中电光谷数字产业园二期项目建
设现场忙碌而有序，被园区企业誉为暖
心“娘家人”的黄黎，正和团队一起讨论
企业定制研发生产空间工程的最新进
展。

作为有着十多年产业园区建设与
运营经验的企业管理者，她带领团队
全力打造中电光谷数字产业园，积极
组建“帮帮团”深入一线，为企业发展
保驾护航，让党旗在园区建设一线高
高飘扬；作为人大代表，她细心收集园
区企业迫切需求，积极向政府建言献
策……

她是有着 20多年党龄的中共党
员，市人大代表，中电光谷联合集团助
理总裁、武汉数字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黎。

“困难的事都可以放心交给
他们，省不少心！”

走进黄黎的办公室，一幅1.5米见
方的“招商路线图”格外引人注目。科
技产业招商、关键技术突破、智能网联
等图谱依次排开，纸上密密麻麻的红框
和蓝杠，标注着园区的各项工作重点和
最新进度。

每天，她都要拿出一本三指厚的打
印材料细心研读，这是她平日留心搜集
的产业研究报告和企业榜单，就是为了
确保随时能为企业提供精准的帮助。
她说，“每天都要‘琢磨’几回，心里才踏
实”。

黄黎作为党支部书记，牵头组建了
一支助企“帮帮团”。支部党员在工作
间隙深入园区一线，及时掌握企业当前
难点、热点问题。

“入驻产业园不久，随着业务的飞
速增长，我们生产相关的电力需求不断
增加，面临研发生产空间‘电力增容’的
问题。把问题反馈给上门服务的园区
工作人员后，没想到一周内就顺利解决

了。”深圳飞速科技负责人回忆，黄黎带
着团队为企业解难题的效率给她留下
了深刻印象。

这家光通信和ICT网络产品解决
方案提供商在黄黎及团队的帮助下，
顺利在武汉落地生根，感受到了不少
暖心增值服务。例如，10个月内完成
300多间人才公寓的建设，配备24小
时数字化管理系统，员工直接拎包入
住；完全按企业需求定制厂房空间，
满足各种细节要求；节假日举办联谊
活动，引入年轻人最喜欢的咖啡品
牌、24小时便利店，让来自深圳的青
年第一时间感受武汉这座城市的温
暖。

大到项目的立项及审批、校企合作
平台的搭建、数字产线的诊断咨询，小
到政策及手续申报、人才招聘、员工用
餐和各种沙龙活动，黄黎带领着支部党
员们在服务企业过程中展现高效行动
力，一旦了解到园区内企业的需求，便
迅速建立问题台账，及时对接相关部

门，确保企业需求得到快速响应和解
决。

“企业只用专注于自身业务，业务
之外的事都可以放心交给他们，省不少
心！”该负责人感慨，这也让公司坚定了
在武汉发展的信心。

“企业需要的不只是政策支
持，还有贴心服务和专业指导”

哪个企业需要项目咨询，哪个企
业需要协调证照办理，哪个企业需要
融资……平日里，黄黎会随身携带一
本“企情日记”，上面记满了企业的“急
难愁盼”。特别是企业提出的诉求，她
都会用红色笔迹专门标注出来，解决一
个，划掉一个。

2022年 5月，在黄黎的领先推动
下，武汉市产业园区协会成立，全市产
业园区从“单打独斗”走向“攥指成
拳”。该协会现已吸纳50多家会员，涵
盖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多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作为市产业园区协会会长、武汉

数字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我深知在竞争激烈的产业环境中，企业
需要的不只是政策支持，还有贴心的服
务和专业的指导。”在黄黎看来，在特定
的发展阶段准确抓住企业最迫切的需
求，十分重要。

一次上门走访中，一家外资新能源
汽车配套服务企业负责人眉头紧锁，表
达了对高端研发人才匮乏的忧虑。黄
黎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亲自带领
团队与高校对接，策划周末校园招聘活
动，与师生面对面交流，帮助企业招揽
到不少优秀人才。

在党建的推动下，支部还与园区
周边村镇的妇联组织、基层党组织深
度交流，与企业共同合作，为村镇的
妇女、村民提供了许多合适的工作机
会。

黄黎还是一名市人大代表，在蔡甸
区人大的指导下，她充分利用园区资源
和多年服务企业的经验，建立了中电光
谷数字产业园人大代表联络站。

在这里，她及时收集企业及员工各
类诉求，第一时间向有关政府部门反馈
企业意见。多次走访调研后，黄黎与其
他代表联合提出了《关于高标准高质量
加速武汉中德国际产业园建设的建议》
《关于提升常福地区综合配套水平的建
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如今，在园
区，便利店、咖啡厅、书吧、智慧停车、自
助银行等陆续配套到位。

“我天天与企业打交道，了解他们
的诉求，知道他们不同发展阶段最需
要什么。”在黄黎看来，身为基层党支
部书记和市人大代表，不仅是光荣和
责任，更是每天乐此不疲服务企业的
原动力。

记者高萌 通讯员赵坤

带着“帮帮团”专门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黄黎：有任何困难事都随时来找我

武汉晚报讯（记者陈永权 通讯员
刘唯 戴静）6月15日，伴随着传送带和
振筛机的轰鸣声，金色的小麦如瀑布般
从半挂货车中“流出”，向武汉产业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武汉江夏大花
岭粮库中“流去”。

负责供货的天门庄品健公司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公司今年夏收计划给大
花岭粮库送小麦5100吨，从6月5日起
至12日，已发送小麦3000吨，都是当
天送来、当天入库。

近8万吨的粮食满满当当地储存
在这座粮库。然而，粮食也有保质期，
粮库工作人员每到夏季和秋季都需要
进行“换粮”，把囤积久的旧粮卖出，采
购新鲜的稻谷和小麦等作物重新收入，
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有了‘数字汉
粮’系统，收粮的难度降低了许多。”大
花岭粮库负责人李保俊说。

在粮库的大门处，运载着粮食等待
扦样机检查的卡车正有序地排队。一辆
卡车驶上磅台刚停稳，电子播报器便报
出卡车重量，其数据立刻被系统准确记

录。“每一车粮食，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
证’，全程可追溯。”李保俊手拿一块卡牌
介绍，粮食进入库区扦样化验完成以后，
粮车与车上装载的粮食信息全被记录在
电子卡里，从到库、化验、称重，到入库、

存放，甚至调拨、盘点、检索、发货，所有
粮食的相关数据都可以通过监测平台查
看，完全杜绝“缺斤少两”情况。

与34℃的户外环境相比，粮仓内非
常凉爽。堆积达6米高的带壳稻谷，表面

摊铺得很平整，乍看还以为是平坦的凉
席。“这下面铺设了测温电缆，均匀分布着
200多个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着粮食的
温度变化。”仓库保管员熊浩然介绍道。

不仅如此，这座神奇的粮仓还能根
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仓内的十几扇窗
户、多个制冷空调、环流熏蒸机、谷物冷
却机等设备只需工作人员通过电子屏
发出指示，便能开始运作。

“智能化升级为我们节省了不少工
夫。”熊浩然说。粮库的窗户离地面有5
米高，过去开窗通风，只能通过机械操
作、用手摇动，开一扇窗户就要数个工
人耗费半个小时。如今，这些窗户就像
汽车窗，可以实现“一键开关”，存储在
这里为全市提供保障的粮食也能得到
更贴心的“照顾”。

一键开关窗，还能每天记录仓内情况

武汉粮库为粮食进行“全屋定制”

6月13日，武汉市蔡甸区，中电光谷数字产业园二期项目建设现场，黄黎（左
二）正在和团队一起讨论工程的最新进展。 记者胡冬冬 摄

新鲜的小麦正在通过传送带和振筛
机入库。

粮库里储存的稻谷。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