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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

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

得到光荣的胜利！”这是 1927 年，年仅 38 岁的李大钊在

绞刑架前留下的遗言。

向历史深处的回望，总是让人心潮澎湃。 100 年

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

命 。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做 过 一 个 统 计 ，1928 年 中 共 北 京

（平）地下党员有 430 人，到 1934 年仅剩下 10 余人。

穿越时光的隧道，信仰的光芒仍旧闪耀。从岁月的

山巅回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

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信仰。我

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

到底是因为有着崇高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邓小平同

志曾经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

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翻看历年北京地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每 10 年更

新一次；进入 80年代，每 5年更新一次；90年代前期，一年

更新一次；1996 年后，已经变为每半年更新一次。在北

京上空鸟瞰，这座古老的都城，已成长为一座气象万千的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

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

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回望百年，不变的

初心使命、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激励我们党接续奋

斗的精神密码，推动我们的事业在各种风险和

挑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前行莫忘来时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

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

支撑中国人民奋力前行的强大

精神力量。

前行莫忘来时路
王昊男

1970 年，年轻的叶如陵响应党的号召，志愿服务西

藏医疗卫生事业，一留就是 31 年。

2000 年，叶如陵从西藏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副院

长的位置上退休，回到北京。拒绝了多家医院的邀请，

他选择回到社区，做一名志愿者，免费为群众看病。

“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忠诚于党。”这是

1962 年叶如陵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的文字，他说，“信仰

不只是一种观念，还应体现在行为上。”

回到北京后，为了方便群众看病，他把家里的电话公

开，随时接受咨询。他还积极与朝阳区红十字会联系，引

进了社区医疗服务车，居民们亲切地叫它“爱心小屋”。

“每周的固定时间，叶老都会准时在这里为居民义诊。”

社区的居民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叶如陵还将义诊转移

到了线上，为居民提供服务。

除了雷打不动的义诊外，叶如陵还与团队一起，为北京奥

运会、残奥会培养了 18 万名初级急救员；2010 年，他还参加了

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

“信仰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我希望把它传承下去。”如今

已经 80多岁的叶如陵，仍旧在发光发热。如今社区里的“爱心小

屋”也从一个人的坚守，发展成为一支近 50人的志愿服务团队。

“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方向。”叶如陵说，“我要做一辈

子的志愿者，把爱心和知识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直到永远。”

叶如陵

志愿服务 坚守初心
本报记者 王昊男

在北京的一些高速公路收费站口，标着“秋子服务”的标

识。这是以方秋子名字命名的。

方秋子是谁？她是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京沈

高速公路分公司的一名收费员，全国劳动模范，也是“秋子服务”

品牌的带头人。

作为一名“80 后”收费员，方秋子在业务上钻研用心，服务

上周到细心，社会公益上积极热心，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

内练业务，外塑服务，方秋子在工作岗位上快速成长。工作

15 年来，累计保障通行车辆超过百万辆次，形成了“判别车型一

眼准、打票收费一手快、点钞识钞一指明”等多项工作方法。

“嘀”——刷卡声刚过，车辆已放行，从接卡到收费完毕，方

秋子最快只用 2.5 秒。她的工作地点是机场南线岗山收费站，这

是来往首都机场的重要通道，日均车流量大，速度快意味着能为

赶路人节省时间。

2010 年，“秋子服务”品牌正式亮相。10 多年来，“秋子服

务”品牌不断拓展，衍生出“秋子精英团队”“秋子热线”等，目前

“秋子服务”团队人数超过 270 名。

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方秋子热心公益事业，在单位内部组

建了“秋子志愿服务队”，截至目前，方秋子与同事们深入敬老

院、社会福利院等地开展志愿活动 500 余次，得到广泛认可。

方秋子

暖心收费员 服务新标杆
本报记者 潘俊强

在故宫博物院的东北方向，景山公园以东，有一座近代建

筑。它的全楼主体以红砖砌筑，红瓦铺顶，被称为北京大学红楼。

这座建筑原为北京大学校部、一院（文科）、图书馆所在地，

始建于 1916 年，落成于 1918 年。在 1961 年，北大红楼便被公布

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落成伊始，北大红楼就与中国命运的走向息息相关。在

这里，以北大师生为先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外争国权，内惩

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

的主要创始人在此阅读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

义真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诞生，对推动全国范

围的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 年 3 月，北京市将北大红楼列为“北大红楼与中国

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进行保护修缮，并对

6 处旧址进行复原。走在复原旧址处，历史与现实交汇，能

够感受到革命先辈对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探索与努力。

有一处复原旧址是北京大学的第三十六教室，位于

北大红楼二层西南角。由于面积较大，学校的教员们多

在此向学生们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当时，李大钊就在

此为学生们讲授了“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

来”“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北大红楼中，接受马克思

主义教育洗礼的进步青年学生犹如播撒出去的火种，

使革命事业呈燎原之势蓬勃兴起。

北大红楼

红色火种在这里孕育播撒
本报记者 潘俊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首都在破

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难题时，以党建为引领，以我党宗

旨为出发点，致力于创新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北京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

鲜明导向。以深化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

革、完善“接诉即办”机制为抓手，持续推动工作重心下

沉、资源下沉、服务下沉。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中满

足群众利益诉求、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构建起具有首都

特点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

“吹哨报到”，一项改革破难题

交通堵点、环境整治、物业纠纷……“看得见群众需

求，解不了群众烦忧”“看得见治理难题，办不了破解实

事”一度曾经是首都基层治理的难点、街道乡镇党组织

的工作堵点。

以党建为引领，在不改变目前机构设置的前提下，

建设一个服务基层的柔性机制，使资源、力量、职能实现

即时调度，形成破解难题的合力。一旦问题解决，这个

临时“攻坚”团队便各自归位。北京把这一新机制称为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2017 年，北京市将平谷区在这

方面的探索上升为改革举措，在全市推广。

北京的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街乡发现问题，吹

响召集哨，各职能部门闻风而动到基层报到，根据职责

拿出解决办法。事不完，人不走。”

随着哨响，王府井大街边上的胡同通了，横跨丰台

与西城的违建拆了，三里屯街道环境变好了……效果

立竿见影。2018 年 11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北

京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

认为北京市委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抓手，

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聚焦办好

群众家门口事，打通抓落实“最后一公里”，形成了行

之有效的做法。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

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是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重要任务。“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之所以能收到

成效，解决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关键就是充分发挥党

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核心驱

动力、强大整合力和坚强保障力。

“12345”，一根热线解民忧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解

难题的方法有了，但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向

谁反映、谁来办、怎么办？这需要一个简单直接、实实在

在的抓手。

2019 年元旦，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一项直接面向

群众、服务群众的新举措“接诉即办”正式推出。原来分

散在各部门的几十个热线电话，融合成全新的“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服务内容概括起来就一条——一号通

办。供电供暖、垃圾分类、交通拥堵、邻里纠纷……不论

啥事，只需一个电话，就会有人主动联系，限时回复。

以人民为中心，既要有一办一，更要举一反三，为

人 民 主 动 办 实 事 。 一 通 电 话 ，表 面 看 是 解 决 一 件 诉

求，背后的大数据分析已经将其纳入整个城市的治理

闭环。通过全口径对数据库进行分析，难点问题重点

解 决 ，个 性 问 题 针 对 性 解 决 ，共 性 问 题 一 揽 子 解 决 。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反映诉求的过程，就是

在参与城市治理。

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治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运

用“吹哨报到”，32 个市级部门一竿子插到底。楼道内

乱堆杂物、安装地锁、遛狗不拴绳等不文明行为，群众投

诉最多，出台《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法治顽

疾。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相

关来电 236.79 万件，合并同类项后，31 类事项成为北京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参考……

据统计，自热线开通以来，群众来电数量以年均

2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2020 年，有 440 万市民通过

热线反映了 1100 多万件诉求。回访显示，群众对热线

的满意率始终高于办结率。一些不具备办理条件的诉

求，基层党员干部耐心沟通，在取得群众理解的同时，也

密切了党群关系。

党员全动员，一个机制提效能

快，是群众对“12345 热线”最直观的感受。突发事

故、紧急情况，2 小时之内反馈情况；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的诉求，24 小时之内反馈情况；一般事项 7 天之内反馈

情况……如此快速的反应速度，靠的是北京与“12345
热线”一同建立的“接诉即办”新机制。

新机制，聚焦办好群众身边事，对基层治理进行了

一次全新的流程再造：各区党政“一把手”，承担“接诉即

办”工作主体责任，区委书记、区长指挥、协调，各街道乡

镇“一把手”签办、督办，24 小时接单全天候响应。同

时，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作为考评指标，全市

333 个街道乡镇每月排名通报。

一个街道、一个社区，精简的机构和人员，如何服

务群众源源而来的诉求？在全市开展的在职党员回

社区报到活动，是北京开展的党建新方法，形成了党

员 全 动 员 的 新 局 面 。 让 党 员 在 社 区 内 亮 身 份 、树 形

象、做表率，密切联系群众，切实服务群众，在社区形

成一支本地化的“党员工作队”，真正实现了把党的建

设融进社区建设，以党的先锋作用引领社区发展。在

党员干部的带动下，群众从“站着看”到“跟着干”，共

同参与城市治理。

通过“接诉即办”提效赋能，北京各级干部处理群

众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以前是群众上门提

诉求，现在是干部入户问需求。”你追我赶、服务群众

的氛围日益浓厚。

从“吹哨报到”改革，到推出“12345 热线”建立“接

诉即办”机制，经过几年探索，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超大

城市基层治理新路径已然形成。今年 2 月 10 日，《北京

市接诉即办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

开，北京的探索实践将通过立法得以固化。

北京深化“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完善12345热线“接诉即办”机制

以党建引领超大城市基层治理
本报记者 朱竞若 王昊男

坚定红色信念 凝心聚力干事

图①：朝阳区劲松北社区的工作

人员在征集记录社区居民建议。

北京日报供图

图②：大兴区“接诉即办”调度指

挥中心内，工作人员在处理市民来电。

北京日报供图

图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内的狼牙山五壮士雕像。资料图片

图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外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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