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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纸褙军门前，今日文明一枝花。”

位于福建福州市中心的军门社区，曾是一整

片木屋区，房屋老旧，邻里纠纷、案件频发；

如今，这里变成了和谐美丽的模范小区，获

得“全国文明单位”等荣誉……

华丽蜕变的背后，离不开林丹的付出。

今年 72 岁的林丹是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

社区 40 余年来，她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创新

社区治理模式，脚踏实地做好社区每一项工

作，切实把党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要做到群众一有困难，
第一个就想到我们”

“生活垃圾怎么分好类？路面排水堵塞

点怎么解决……”6 月 10 日，军门社区的会

议室里熙熙攘攘。居民代表们踊跃提问，林

丹与社区工作人员耐心解答。每月 10 日，是

军门社区的居民恳谈日。

“我们要做到群众一有困难，第一个就

想到我们。”林丹说，“设立居民恳谈日，就是

要倾听居民诉求，邀请相关部门参与，共同

解决难题，为居民提供更好服务。”

几年前，社区景观整治后，路面焕然一

新。不成想，居民又遇到了自来水管堵塞问

题，担心饮水不安全。可是，按照相关规定，

新修建的道路 5 年内不能破路。

“是百姓喝水难的问题重要，还是不能

破路的规定重要？”这件事在居民恳谈日被

摆上了桌。在居民、自来水公司、住建局等

共同协商下，更换水管“特事特办”，从动工

到完工仅花了一周。“问题有地说、能解决，

居 民 恳 谈 日 制 度 发 挥 了 为 民 办 实 事 的 效

果！”居民李星说。

设立居民恳谈日制度，是军门社区以党

建为引领、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的一个缩影。

早在 2010 年，军门社区便开始探索“135”社

区党建工作模式——强化社区党组织这一

核心，夯实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者 3 支队

伍，完善“共同参与组织、民主管理监督、基

本建设保障、长效服务群众、党建责任落实”

5 项机制，全面提升社区党建科学化水平。

如今，这一模式已在福建全省推广。

前不久，军门社区近邻党群服务驿站启

用，为居民群众提供包括“四史”宣传教育、

近邻服务地图、议事恳谈交流、闲置物品置

换、食物爱心货栈、志愿积分兑换 6 项服务。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要不断加

强和创新社区治理。”林丹介绍，目前，军门

社区 68 座楼院均建立了楼栋党小组、物业公

司、网格员等多方联动的治理机制，社区环

境 进 一 步 改 善 ，群 众 办 事 更 便 捷 、生 活 更

舒心。

“社区工作做好了，就能
在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架起
一座连心桥”

“林书记，孩子考上大学了！”2019 年 7
月，接到社区居民老吴的报喜电话，林丹十

分高兴。

林丹与老吴是 20 多年的老交情了。20
多年前，老吴第一个孩子在几个月大时不幸

夭折，一家人伤心不已，老母亲更是受了刺

激卧病在床；妻子后来又生了个男孩，老吴

既开心又犯愁：“我没有一技之长，靠四处打

零工勉强维持生计，怎么养孩子？”

“要让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走上正轨，当

务之急是增加收入。”记挂着老吴一家的困

难，林丹先是帮老吴申请到了社区公益岗

位，又帮他的妻子在夜市协调了一个售卖女

装的摊位，还协调社区党建联盟单位帮扶老

吴一家……

“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才可能扭转老

吴家的困难局面。”老吴儿子上学后，林丹就

一直惦记着他的学业：见他父母早出晚归，

便请来从事志愿服务的老师给他免费辅导

功课；接到他考上大学的报喜电话，第一时

间想的是联系共建单位筹集助学金……

40 多年来，林丹“把社区当成家，把居民

的难事、烦心事当成自己的事”。在很多社

区居民心里，她是女儿，是母亲，是家人。

10 多年前，社区 80 多岁、独自生活的老

太吴苏廷摔断了大腿，生活不能自理……她

每天早上都是先将老人安顿好再赶去上班；

老人去世后还亲自料理后事。

社区青年小王因盗窃罪入狱，服刑期间

母亲病逝，租住的房屋被收回。小王刑满释

放后，林丹先是把他安置在居委会，让他每

天到自己家吃饭。后来，居委会搬迁，她干

脆把他请到家里住，并四处奔波帮其找工

作，让小王重回正轨……

每逢除夕，林丹总是陪伴社区空巢老人

和外来留守人员一起吃年夜饭，一陪就是 18
年……“社区工作做好了，就能在党和政府

与群众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林丹一直这

么说，也这么做。

“只要有利于社区居民
的，甭管事情多小多杂，都要
做实做好”

倾情服务社区近 50 年，林丹念兹在兹

的，是如何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

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

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军 门 社 区 常 住 人 口 约 1.3 万 ，其 中 60

岁以上老人有 1200 多人。瞄准居民养老服

务的现实需求，2009 年，军门社区成立了福

州市第一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2017 年

5 月 ，服 务 站 升 级 为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照 料

中心。

每天一早，95 岁的社区居民卢希炯和 84
岁的老伴都会准时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

料中心。“连午休的床铺都有，真是太方便

了。可以待一整天，老人聚在一起玩也很热

闹。”卢希炯说。

三层楼的服务中心面积达 2700 多平方

米，包括诊疗咨询中心、餐饮、文化娱乐、养

护等区域；配备 5 名助老员提供 24 小时服

务，每天安排医生党员志愿者免费接诊，助

力老人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及时就医。“让老

人感到这里是温馨的家、所有工作人员都是

自家人。”林丹说。

军门社区双职工家庭多，孩子放学与家

长下班有段时间差。林丹多方奔走，2009 年

在福州市首先承办起“4 点钟”学校；2014 年，

“4 点钟”学校改造升级为全市首家公办托管

中心“阳光朵朵”。

“把孩子放在这里照料，下班再接回去，

我们很安心。”居民林桂玉点赞。在托管中

心，孩子们不仅可以自习，还可参加美术、音

乐、乒乓球等兴趣课程。

以“一老一少”为重点，林丹带领社区干

部，脚踏实地做好社区每一项民生服务工

作，让居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充实。

从首创“书记主任联系卡”和“便民服务

卡”到推行“一趟不用跑、最多跑一趟”服务，

林丹心系社区、心系群众，使千家万户切身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只要有利于社区居民的，甭管事情多

小多杂，都要做实做好。”林丹说。因长年

用嗓过度，2020 年 11 月，林丹做了喉咙息肉

手术。尚未完全恢复的林丹，嗓音略带沙

哑，但她为居民服务的赤诚之心却依旧火

热……

左上图：林丹（中）日前来到军门社区

“阳光朵朵”少儿托管中心，看望放学后在这

里托管的小朋友。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福州市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一片丹心 爱党为民
本报记者 钟自炜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

浙江省长兴县太湖街道杨湾居委会乡村复兴少年宫日前挂牌投用，设有展览馆、图书馆、文体活动室等场所，通过开展文体实践、科普

教育等活动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图为 7 月 19 日，孩子们在体验陆地冰壶运动项目。 吴 拯摄（影像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国

家机关、中央企业及 19 个援疆省

市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对

口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仅第七次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

之后的 2019 年至 2020 年，累计实

施援疆项目 3000 余个，投入援疆

资 金 300 余 亿 元 ，其 中 80%以 上

的资金投入到基层和民生领域。

各援疆省市坚持把交往交流

交融作为巩固各民族团结的重要

手段，把每一个援疆项目作为争

取民心、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载

体，努力把对口援疆工作打造成

为加强民族团结的工程。

如今，天山南北正发生令人

振奋的变化：城乡医疗、教育、社

会保障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各族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增强。

医疗“造血”，提
升诊疗水平

随着绷带一圈一圈落下，祖

丽阿娅·艾则孜感觉眼前愈来愈

亮，视线逐渐清晰……这个来自

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鲁乡色日克

村的维吾尔族小姑娘，自幼患先

天性白内障，由于家境贫困一直

未能得到有效治疗。2019 年，天

津市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科

援疆医生王莹主刀，在和田地区

人民医院为她成功实施双眼白内

障超声乳化加人工晶体植入术。

如今，祖丽阿娅的双眼视力已经

恢复到正常水平。

在 和 田 ，白 内 障 属 于 高 发

病。但是，此前当地唯一的三甲

医院——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却没有眼科。在天津市医疗人才

“组团式”援疆团队支援下，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成立了眼科，并与

天津市眼科医院结成“津和眼科专科联盟”，为当地白内障患者

带来光明。

医疗援疆，光靠“输血”还不够，更重要的是“造血”。为了更

好地提升受援地的诊疗水平，造福当地群众，各援疆省市采取灵

活多样的形式，将“传帮带”工作引向深入。

在喀什，山东省援疆指挥部设立柔性人才工作站，推动受援

地计划外柔性引才工作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在塔城，辽宁省援

疆指挥部成立辽宁省对口智力支援服务中心，依托高等院校组

建对口支援赴辽培训合作联盟，推进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在哈

密，河南省援疆指挥部建设东疆肿瘤诊治中心，组织援疆医生与

当地医疗骨干建立师徒关系，同时强化考核激励。

“有了江苏医疗援疆专家老师的指导，我完成了从爬到跑的

蜕变。”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民医院心血管二科主任许天

宝说，原来自己只能做 3 种心脏手术，现在可以独立做 20 多种手

术。以前，当地群众一生病都会去喀什或乌鲁木齐。如今，包括

做冠脉造影、放心脏支架等有难度的手术，他们会首选克州人民

医院。

教育组团，建立长效机制

湖北大悟思源实验学校老师毕芳冰，带着一家三代五口人在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组团援疆”；华中师大一附中博乐分校老师

孙红霞 2018 年在第一次援疆 3 年服务期满后，主动申请再干一届

……在湖北省援疆教师队伍中，这样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

以教师队伍为支撑，湖北省实施“造血式”教育援疆，助力受

援地增强教育发展能力。近两年，湖北省在岗援疆教师人数稳

定在 240 人左右，比 2016 年前翻了一番。援疆教师积极推动教

育教学改革，为受援地学校注入活力。

如今，湖北省援疆干部人才队伍中，教师已占一半以上。“今

后，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教育优势，为博州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五师双河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的湖北智慧和智力支撑。”湖

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周锋说。

第七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各援疆省市

建立健全教育援疆长效机制，提升受援地教师素质、提高办学水

平，助力新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阿克苏，浙江省开展“组团式”教育援疆。2019 年以来，

浙江省共选派援疆教师 1181 名，构建起从幼儿园、小学、初中、

高中、大学各个学段，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高等

教育的“全链式”教育援疆大组团格局。浙江省援疆指挥部副指

挥长王忠民说：“扶贫先扶智，浙江省注重发挥援疆教师的种子

作用，把传帮带作为援疆教师的主责主业，创新实施‘领雁工程’

‘青蓝工程’‘银龄计划’，着力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四有’好老师

队伍。”

在伊犁，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州前方指挥部探索“以校

包系”“名校长+管理层+骨干教师”教育“组团式”援疆模式，组

织 16 所院校帮扶伊犁丝路职业学院和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有力

推动当地职业教育发展。

交流交融，巩固民族团结

共读绘画读物、共唱《我的祖国》、开展亲子体育活动……4
月 23 日，在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的“我在北京有个家”结对认亲

仪式上，当地的孩子和来自北京的“爸爸妈妈”一起度过了一段

难忘的亲子时光。

“我在北京有个家”项目是北京市援疆交往交流交融活动的

品牌项目之一。该项目由北京团市委和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

共同发起，以和田地区家庭贫困青少年为帮扶对象。如今，和田

地区 1144 名贫困儿童有了首都北京的“亲人”。

近年来，各援疆省市通过开展交流活动，让各族群众在你来

我往中进一步增进了解、加深感情。2020 年 9 月以来，各援疆省

市与受援地乡镇（街道）结对 417 个、村（社区）结对 635 个。

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州前方指挥部组织援受两地青少

年学生开展“万里鸿雁传真情”手拉手书信交友活动，268 所学

校、3806 个班级、5 万人次学生参与。

在吐鲁番，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推动吐鲁番市高昌区 5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连）分别与湖南湘潭韶山村、湘西十八洞村

等 5 个村结对共建，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深化对红色文化的认识。

在哈密，河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组织 90 个县（市、区）与受

援地乡镇（街道）团场和村、基层连队（社区）开展全覆盖式结对

共建，通过支部共建、资源共享、人才共用、产业共赢，帮助巩固

基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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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7 月 19 日 电

（记者王比学）全国人大常委

会畜牧法执法检查组 19 日举

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讨论

执法检查报告稿，部署有关工

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 吉 炳 轩 、万 鄂 湘 、武 维 华

出席。

在 听 取 执 法 检 查 组 成 员

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建议

后，武维华指出，各地各部门

积极贯彻实施畜牧法，畜牧业

保持平稳发展，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

力明显提升。他强调，要把贯

彻实施畜牧法，与贯彻落实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于畜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

紧密结合起来，立足新发展阶

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依

法推动形成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要以深化畜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谋

划解决畜牧业产业链供应链

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贯彻落

实畜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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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守望

“听说你们村来了个博士？你认

识吗？”关志洁一到镇政府，就有人这

样问她。关志洁笑笑，有点不好意

思：“就是我……”

这要从接听一个电话说起。

“小关啊，叔有点事找你……”电

话那头，是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武胜

桥镇玉皇庙村老支书王金书：“现在

村里产业正在转型升级，你是学农业的，能

帮帮村里不？”

王金书是退伍军人，1986 年回村后创办

了化工厂。2009 年，他出资建设新村，让玉

皇庙村彻底告别了土坯墙、破瓦房，但新村

发展光靠化工也不行。2009 年，村里成立了

山东玉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流转了全村土

地，种玉米、小麦等传统作物，没想到效益并

不好。现代农业靠人才，于是，王金书想到

了关志洁，拨通了电话……

关志洁学的是农业，博士毕业后再入中

国农业大学，从事作物学博士后研究。出站

时，她本可以留在北京的高校或机关，但王

金书那通电话，让她萌生返乡念头；丈夫决

意辞职，陪她一起返乡。

下定决心后，两人回家探望爹娘。关志

洁试探道：“以后若是回来工作，不是更好？”

“那可不成！”二老斩钉截铁。关志洁说了回

村计划。娘背过身抹泪，爹发话了：“妮儿，

供你读书，俺俩再苦再累都不怕，图啥？不

就是图你们不再受这土坷垃的苦？”

关志洁拉着爹娘的手，声音颤抖：“我学

农业，就是看你们太辛苦，想用知识改变命

运。农村也有广阔天地，以后会大变样的！”

2013 年 7 月，31 岁的关志洁回到老家，

担任玉皇庙村党支部副书记、玉皇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

关志洁摸透村里情况后，咨询多家科研

机构，确定了村里发展方向：高效农业、旅游

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经过考察，她想

引进礼品西甜瓜。

没想到，很多人反对：“我们种的西瓜 20
多斤，你这才两三斤，种子还那么贵。”关志洁

说：“我先在试验田里试。成功了，再推广。”

临近春节，西甜瓜准备上市。乡亲们走

进试验田大棚：西瓜还不如鹅蛋大！“这博

士，中看不中用哩！”村民满眼狐疑：她能干

好吗？会干长吗？

关志洁不服输，一头扎进大棚，改良种

植技术。第二年春末夏初，大棚郁郁葱葱，

礼品西甜瓜拳头大小，挂满枝头，产量提高

30%。这样的大棚，全村有 30 多个，每个能

产六七千斤。

西甜瓜别看个头不大，入口却甘甜，一

斤能卖 15 到 30 元，远销全国多地。2014 年，

公司扭亏为盈。当年 10 月，她当选村支书，

乡亲们称她是“博士后村支书”。

有一次，关志洁去镇上办事，返回时突

遇瓢泼大雨；车子陷入淤泥中，关志洁浑身

湿透，束手无策……村民们听说后，

拿着铁锨、绳索，开着铲车赶来，跳

进泥水里，合力推出车子，个个淋成

落汤鸡；关志洁鼻子一酸，心里涌起

一股股暖流……

一到节假日，玉皇庙村的采摘

园就人声鼎沸：自从西甜瓜打开市

场，村里特色种养渐成规模，1500 亩

观赏树木、30 个高温温室、800 亩精品水果采

摘园各具特色。全村集特色种养、农产品加

工贮运、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于一体，形成

融合发展的综合性产业。

要想融合发展，构建田园综合体是最好

选择，可集农业生产、科技示范、观光休闲、

文化旅游于一体。2018 年初，玉皇庙村启动

申请省级田园综合体项目——水韵玉皇田

园综合体，总占地 2.35 万亩，带动周边 6 个村

庄。关志洁和同事们往返济南、潍坊、北京

等地十余次，请教各方专家；2018 年 5 月项

目终获批复，成为菏泽唯一获批的省级田园

综合体。

这几年，玉皇庙村招商引资不断，引进多

家农业龙头企业，村集体收入破千万元，九成

以上村民在家门口就业，靠农业富了口袋。

2020 年，关志洁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

称号。看着妮儿干得风风火火，爹娘早就一百

个放心；只是妮儿每次

回家，爹娘总不忘嘱咐

一句：“再忙也得吃饭！”

带领村民靠农业致富的山东菏泽玉皇庙村党支部书记关志洁——

走在乡间小路的女博士
本报记者 徐锦庚 王 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