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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6 岁的徐振明（见上图，左

三，资料照片）是吉林省通化市革命烈

士陵园管理中心离休干部，通化市革

命烈士陵园管理所原所长。战争年

代，他毅然从戎，九死一生，多次荣立

战功；转业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为

抗日英雄杨靖宇守陵。离休后，又动

员 儿 子 在 陵 园 工 作 ，继 续 为 英 烈 守

陵。父子两代人默默付出，守护英雄

陵墓六十余载。

投身军旅，保家卫国

1942 年，年少的徐振明眼看着家

乡沦陷，立志要打跑日本侵略者，于是

辗转找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参加新

兵培训时，徐振明听教导员说了很多

抗日英雄的事迹，发誓要向英雄们学

习，保家卫国、抗战到底。

参军不久的徐振明很快拿起枪上

了前线。在伏击日军的一场战斗中，

他被炮弹炸伤昏迷。苏醒时徐振明发

现自己躺在正被抬去后方医院的担架

上，这时日寇对八路军开始了疯狂的

突围。

徐振明翻身跳下担架，拿起牺牲

战友的枪，返回阵地与敌人展开殊死

战斗，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

1950 年，徐振明随 38 军跨过鸭绿

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一线作战长

达 29 个 月 ，参 加 过“ 飞 虎 山 阻 击 战 ”

“松骨峰阻击战”等著名战役。

枪林弹雨中，徐振明身上留下了

很多伤疤。徐振明的儿媳阎锡兰说：“以前，我只知道我公公

是一名抗美援朝的老兵。这些年，我逐渐了解了他的军旅事

迹，真正感受到了他身上勇敢与不怕牺牲的精神。”

“想想牺牲的战友，想想杨靖宇将军奋斗的一生。我不能躺

在功劳簿上享福。”1958 年，九死一生的徐振明告别了前半生的

枪林弹雨，投入到和平年代的又一次坚守。

默默奉献，守护英烈

吉林通化，长白山南麓，浑江东岸，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

军陵园巍然矗立山冈。陵园内，松柏青青，笔直高大，杨靖宇将

军高大戎装铜像挺立在园中。离开部队后，徐振明就在这里为

将军守陵几十年。

1958 年，营职干部徐振明在通化转业。摆在他面前的有三

个职位：招待所所长、福利院院长和通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所

（杨靖宇烈士陵园）所长。招待所、福利院待遇好，工作环境好，

很抢手。徐振明却决定去陵园，“为英雄守陵我感到光荣。”

徐振明把家安在陵园边上，无论刮风下雨，他都会到陵园巡

查，看看屋瓦是否漏雨，看看树木是否倒伏。

陵园刚建成时没有树，也没有花。徐振明带着陵园职工一

起挥锄抡镐，植树种花。

“父亲种了多少棵树，真数不清了，但是肯定得有上万棵。”

徐振明的儿子徐永军说。

1965 年 6 月，通化雨季，陵园屋顶的琉璃瓦坏了。为修好琉

璃瓦，徐振明蹲守半月有余，以诚心感动了北京古建筑队，请回

两名瓦匠修缮。经过一周的细致维修，靖宇陵园里的琉璃瓦不

仅不再漏水，更添几分美丽。直到今天，即便狂风骤雨，严丝合

缝的琉璃瓦再也没漏过雨。

徐振明还想尽一切办法，搜集历史资料和实物。“我父亲那

些年坐牛车、坐爬犁，翻山越岭，去了很多地方，收集杨靖宇将军

的抗战故事，寻找当年的抗战遗物。记得有一次，他找到一些

抗战时的老物件，带回来时别提多高兴了。”徐永军说。

在徐永军的记忆中，父亲不是在陵园忙着，就是在忙着为陵

园做事情的路上。“父亲曾经说过，‘我不仅是自己在守陵，也是

代表牺牲的战友们为杨将军守陵。我守在这里，感觉自己还跟

战友们在一起……’”

薪火相传，践行使命

1982 年，徐振明要离休了。他动员儿子徐永军到陵园工

作，继续为杨靖宇将军守陵。

离休后，徐振明继续为陵园清扫落叶、清理积雪，还经常给

参观的人讲杨靖宇将军的英雄事迹，“要时刻记住这些英雄，没

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徐振明依旧事事在心，在他建议下，陵园周边划出保护区，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保护区内开发建设，有力地保护了陵园

周边环境。

徐振明既是英雄的守陵人，也是英雄事迹的宣传者。他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不

能忘记那些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牺牲的英雄”。父亲的言传身教

深深触动了徐永军，他也深深理解了父亲对杨靖宇将军那份难

以割舍的情结。

每天早早来到陵园，徐永军都会把杨靖宇将军铜像擦拭得

一尘不染。种植花草，浇灌树木，维护秩序，“继续爱陵、护陵，我

责无旁贷。”

英雄守护英雄，英雄传承英雄。徐振明用信念守忠诚，用忠

诚铸军魂，用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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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不到位、管理不规范，业委会作

用发挥不明显……物业纠纷一度成为居民生

活的“痛点”、基层治理的“难点”。对此，北京

市不断深化党建引领“吹哨报到”改革，完善

“接诉即办”机制，持续抓好物业管理这个“关

键小事”。通过建组织、进人员、立机制，不断

完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框架下的物业管理体

系，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组织引领，提升物业管
理“三率”

走进北京昌平区的龙泽苑社区，小区内

整洁清爽、车辆停放有序，新换的栅栏格外显

眼。而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光景。

“路面坑洼积水、单元门破损、小院围墙

裂缝、墙皮脱落，以前问题多得很。”74 岁的

居民李福明回忆，“1999 年建成后的 20 多年

时间里，小区先后 4 次选举过业主委员会，不

是票数不够没能成立，就是成立后不起作

用、不管事。”

“党建引领物业管理工作，是完善社区

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解决居民烦心事

的必然要求。”龙泽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伊然介绍，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健

全组织，动员居民把业主委员会建立起来。

2020 年 5 月 1 日，《北京市物业管理条

例》正式实施。以此为契机，龙泽苑社区充

分发挥党组织作用，发动左邻右舍参与选

举。2020 年 10 月 14 日，经过超 2/3 的业主投

票选举，新的业委会正式成立，业委会 7 名委

员中有 5 名正式党员，1 名入党积极分子。

重新与物业公司签订合同、平整道路、

修缮墙体……业委会成立后，小区的变化十

分明显。“每年社区有 200 万元左右的公共收

益，新换栅栏用的 70 万元，就是从这里面出

的钱。”62 岁的李秀荣说，“账目都公开，大家

都认可。”

党建引领物业管理工作，龙泽苑社区只

是一个缩影。以区域化党建为依托，北京将

业委会（物管会）组建率、物业服务覆盖率、

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率纳入年度党建述职

评议考核内容，推动各区把提升“三率”作为

“一把手”工程。据统计，截至今年 6 月底，北

京全市共成立业委会 1779 个、组建物管会

5767 个，业委会（物管会）组建率由 11.9%增

加到 91.9%；物业服务覆盖率由 64.1%增加到

94.1%；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率由 25.2%增加

到 98.3%。

多方联动，打好基层治
理组合拳

家中漏水、楼道堆物、楼体维修……居

民生活中碰到烦心事，往往需要多方配合才

能解决。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

优势，建立党组织领导物业管理多方联动服

务机制，成为北京破解物业管理难题的有力

抓手和突出特点。

“在我们这里，居民只需进一个门，就能

办完所有事。”张春艳是朝阳区六里屯街道晨

光社区的党委书记。她告诉记者，在社区党

委领导下，物业项目部与居委会、业委会、居

民代表等五方主体，成立了社区物业“融合服

务中心”。统筹协调社区信访、社会福利、综

合治理、环境环保四个部门，与物业安保、客

服、工程部门合署办公，实行“一站式”服务。

“物业管理问题，按诉求类别派给各部

门限时办理，疑难问题采取‘社区吹哨、部门

报到’形式，协调相关部门会商办理。”张春

艳介绍，“通过‘五方联动’，居民的问题无论

向谁反映，都能得到回应和解决。”

如今，打好基层治理组合拳，相关探索

正在北京市多个社区逐步展开。海淀区曙

光街道上河村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业委

会、物业企业、上级业务部门、驻区社会单位

等组成“社区治理合伙人”，对物业服务问题

进行集体会商。针对老旧小区改造面临的

资金难题，东城区建国门街道赵家楼社区整

合辖区资源，成立物业联盟。社区党委牵

头，街道、代管物业企业、居民、志愿者形成

合力，共同参与社区改造，赢得了群众认可。

深度融合，支部建在物
业项目上

将 党 建 工 作 融 入 物 业 管 理 ，重 在 一 个

“融”字。“把党支部建在物业项目上，一方面

推动社区治理形成合力，另一方面有助于物

业企业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实现物业企业

党建与物业服务质量双提升。”顺义区空港

街 道 万 科 城 市 花 园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许 俊

华说。

万科城市花园社区地处顺义区空港街

道辖区，是一个典型的老旧社区。2019 年，

空港街道工委在北京万科物业城市花园物

业服务中心成立了非公党支部，直接隶属于

空港街道工委。

许俊华介绍，社区党支部与物业党支部

实现深度融合：在日常工作中，社区党支部

与物业党支部实行项目共建、资源共享，通

过社区党支部书记到物业党支部担任党建

指导员的方式，实现社区党支部与物业党支

部交叉任职。同时，社区党支部定期与物业

党支部开展党建协调委员会会议，既解决社

区物业管理方面的难题，也指导物业党支部

开展党建活动。

“在社区党支部的指导下，我们建立了

由物管专员、社区网格员、物业管家组成的

‘红色管家’服务模式。”“物管专员”胡蒙蒙

介绍，“物管专员由社区‘两委’干部兼任，对

走访巡查收集的物业问题挂账，由社区与物

业共同协商处置。”

“成立党支部后，企业的凝聚力和职工

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很大提升。”物业公司负

责人莫琦介绍，“在党支部支持下，我们建了

员工之家、红色图书角、棋牌室、书画室等职

工文娱场所，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北京市建立党组织领导物业管理多方联动服务机制——

“党建+”让物业服务更暖心
本报记者 王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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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质量检测和研

发创新等工作近 20 年，

苏保信从一名普通操作

工成长为高级技师，先后

获得 4 项发明专利和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为企业

节约成本上千万元。

冲洗，描迹……苏保信（见右图，资料照

片）正在测量铜片中的杂质元素，每一个步

骤他都重复了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操作，

他都一丝不苟。苏保信是铜陵精达特种电

磁线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实验室主任。

“我们目前所制造的电磁线以铜线为

主，使用的铜基本上纯度可以达到 99.99%，

但仍然有 0.01%的杂质。”苏保信扶了扶眼

镜，“可别小看这些杂质。在这些杂质中，可

以检测出大约 20 种元素，每一种元素的含

量稍有不同，都可能对整个材料的特性产生

细微的影响，在极端的环境中，往往会产生

严重的后果。”

电磁线，简单来说，是电线的一个分支，

包括导体和绝缘层两部分。与普通电线不

同的是，电磁线的绝缘层材料特殊，一般使

用绝缘漆进行涂抹，厚度极薄。苏保信的工

作，是针对不同的产品需求，确定电磁线特

性，并根据产品监测数据，发现电磁线的不

足，进而通过工艺和材料的改进解决问题。

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不易。 2013
年，苏保信的团队接到了一个棘手的任务，

为了实现高端制冷设备的国产化，需要制造

出国产毛细铜管空心漆包线。“一般来说，电

磁线都是实心的，但是这种设备要求电磁线

可以具备输送制冷剂的功能，所以必须是

空心，但这可不是把传统电磁线中间挖空那

么简单。”苏保信笑着说。

空心导体强度低，焊接难度极大，几乎

一拉就断，涂漆难度也随之增大，当时这种

产品主要依靠进口，国内还没有成熟的技

术。怎么办？苏保信的答案是：从零开始，

加紧攻关。

不断改进辅助工具，温度和时间数据一

个个试验，历经几千次的失败，耗时两年，最

终精达成为国内少数可以实现高端智能设

备用毛细铜管空心漆包线量产的企业。

在苏保信眼中，实验室是枯燥的，但也

是有趣的。“对我们来说，每一次成功都建立

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但是研发成功的成

就感始终在激励着我。”苏保信说，“每一次

失败虽然令人沮丧，但反过来想，也是发现

错误的过程。排除错误的过程，就是迈向成

功的过程。”

靠着这份坚持，苏保信成功开发了汽车

电机铜圆漆包线、毛细铜管空心漆包线、聚酰

亚胺漆包线，以及特种扁平电磁线等多项高

技术产品，不但开拓了市场，而且实现了很多

高端需求产品的国产化，填补了国内空白。

如今，苏保信不但成为企业的技术骨

干，更承担起了培养年轻技术工人的职责。

2013 年 5 月，“苏保信创新工作室”成立，这

是以苏保信为带头人，集人才培养、技术创

新、科技攻关和成果推广等功能于一体的创

新工作室。目前工作室成员配有 13 名研发

工程师，分别来自技术研发部门、质量控制

部门、市场开发部门和生产一线，已经形成

了中青两代技术骨干在多岗位多工种上的

无缝对接。

“不断借助最新的技术，利用创新的思

维，才能研发出新产品。同时，依托工作室，

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这是我的责任。”苏

保信说。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公司技术骨干苏保信——

试验千次 一丝不苟
本报记者 徐 靖

日前，记者驱车来到内蒙古赤峰

市林西县十二吐乡乌兰沟村。放眼

望去，只见远处一栋栋整齐划一的蔬

菜大棚排列村头，甚是壮观。在一个

近 1 亩地大小的标准大棚里，村民宋

国发和老伴儿正在劳作，翻土、松土、

插秧、浇水，忙得不亦乐乎。

“以前种两年的地，收入还不到 1
万元，现在种 3 个棚的西红柿，年收入

近 9 万元。”宋国发一边干活一边对记

者说。

据介绍，乌兰沟蒙语意思是“红

色的沟”。过去的乌兰沟是另一番景

象，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共有 238 户

384 人，人均收入全县最低。在整个

十二吐乡，每 5 户贫困户中就有一户

是 乌 兰 沟 村 人 ，宋 国 发 就 是 其 中 之

一。改变源自于北京对口帮扶内蒙

古。2018 年 4 月，北京市与内蒙古自

治区签订协议，明确扶贫协作任务。

为了把北京的技术、产业等优势资源

引进内蒙古，2019 年内蒙古选派 72 名

干部赴京挂职，统筹帮扶资源集中攻

坚，不断推动两地协同发展。

2019 年乌兰沟村借着北京对口

帮扶内蒙古的政策东风，建了 111 栋

暖棚。与京津冀大市场对接，“柿”业

蒸蒸日上，暖棚带动了乌兰沟村的产业发展。“去年的大棚

收入达到 400 多万元，乌兰沟摘掉了‘穷帽子’，成为名副其

实的‘红火沟’。”乌兰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赵秀红

笑着说。

据了解，为了让内蒙古自治区特色农畜产品走出去，挂

职干部积极协调组织两地企业举办内蒙古特色农畜产品展

销会，建设线上销售平台，在北京批发点设立农牧产品批发

店、农超对接设立扶贫专柜，累计实现消费扶贫 13.8 亿元，

带动 72581 人增收。

此外，内蒙古加强同北京市的沟通对接，在聚焦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同时，还在教育扶

贫、劳务协作、健康扶贫等多个领域深入协作，努力勾勒出

一幅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生动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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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月 2 日，农民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园户村镇十三户村田间，将冬瓜装车。近年来，呼图壁县园户村镇积极引导

农民种植黑皮冬瓜等经济作物，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目前，该镇黑皮冬瓜种植面积超过 25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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