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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关注基层民主协商R

两优一先典型

■寻找最美乡村·青石嘴镇R

在经济不断发

展、科技日新月异

的当下，有一种文

化现象受人关注。

通过文物讲述历史

故事，这类文艺作

品穿越时空、连缀古今，受到人们的喜

爱；同时，保护历史文物、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日益成为社会共识。历史文

物浓缩着时间的厚重，承载着集体的

记忆，也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中

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

道路。”从积极协调推动武夷山申报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有关工作，实现福

建世界遗产零的突破，到从炸药包下

抢救文化遗产，使“南方周口店”三明

万寿岩遗址幸免于被摧毁；从治理木

兰溪，让千年农业灌溉工程焕发新的

生机，到积极研究、推动“海上丝绸之

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统

筹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城市建

设，体现着保护与发展的辩证智慧，更

体现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自觉。今天，

流连于碧水丹山，徜徉在古老坊巷，从

这片热土的璀璨文明中汲取丰厚滋

养，人们更能感受到这种智慧的难能

可贵。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就

是保护历史。文物将历史记忆沉淀其

中，使得后人可以睹物思人、透物见

史。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起于

晋，完善于唐五代，至明清鼎盛，走出

了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觉民等重要人物，文脉悠悠的古

老坊巷映照着“半部中国近代史”。故宫文物修复师精心还

原青铜器、钟表、织绣等文物，保持修旧如旧、实现文物“复

活”，就是要让看得见的文物去展现看不见的历史。文物不

是静止的存在，从中可以听见鼓角铮鸣，看见波澜壮阔，感

受历史与文化的脉动。而这样一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回

望，可以带来文化的认同、思想的启迪、精神的激励，引导我

们走好今天的路。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红色文物记录着英勇牺牲、顽强斗

争的红色故事，每每让伫立于前的人感受到精神的震撼。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陈张子清烈士使用过的一只小皮箱，

上面用以固定的 36 颗图钉仿佛是主人身经百战后的累累

伤痕，折射出坚定的理想信念；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

列着红一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人们仿佛听到当年传送电

报的“嘀嗒、嘀嗒”声，感受战争年代的军令如山、团结如一；

渡江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面渡江锦旗，见证了“百万雄师过

大江”的万丈豪情，也传递着“军民一家亲”的胜利密码……

从一件件红色文物里，可以发掘百年奋斗征程中的闪光故

事，可以真实触摸何谓牺牲、何谓坚守，可以真切感受一个

百年大党的不变初心。

历史和文化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现在与未来。历史

文物让那些抽象的历史故事、思想智慧、价值理念能够以具

象化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帮助人们触摸、回味和体悟优

秀传统文化。连接历史与未来，统筹保护与发展，让收藏在

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起来，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

命力，用文化凝心聚力，为发展注入精神力量。

从五千年文明中走来，从文化传承中汲取奋进力量，我

们必将再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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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10日电 （记者李龙伊）退役军人事务部办

公厅、应急管理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面向退役士兵招录消防员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就促进退役士兵就业发展，加强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建设等作出部署。

《通知》明确，着眼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需要，面

向退役士兵开辟专门通道，单列专项计划招录，数量不少于年

度消防员招录总规模的 1/3。紧贴退役士兵实际，兼顾消防救

援职业特点，放宽招录条件，退役士兵年龄放宽至 24 周岁，原

在部队从事通信、防化、航空、潜水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经批准年龄可放宽至 28 周岁。优先招录

中共党员、立功受奖人员、烈士遗属。录用后，退役士兵服现役

年限计入工作时间，按有关规定确定衔级职级和工资待遇。

《通知》强调，各地要提高思想认识，提升政治站位，强化

责任担当，增强服务意识，确保各项招录工作机制顺畅运行、

健康发展。加大政策、人员保障力度，精心安排部署，细化职

责分工和推进措施，规范操作程序，提高招录质量。坚持“阳

光招录”“廉洁招录”，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两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面向退役士兵招录消防员

本报北京 8月 10日电 （记者王浩）水利部近日启动新一

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工作，力争用 1 年半的时间完成地下水

超采区及地下水开发利用临界区划定工作，督促各省份明确

地下水禁采区、限采区，严格地下水管理与保护，逐步削减地

下水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据介绍，本次划定以 2020 年作为现状水平年，将平原区

地下水含水层组、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的山丘区纳入划

定范围，在广泛收集分析地下水水位、地下水开发利用量、地

下水开采引发的生态与地质环境问题等基础上，研究划定地

下水超采区、地下水开发利用临界区。

本次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拟根据超采区地下水开采系数、

地下水水位下降速率、地下水开采引发问题程度，将超采区划

分为一般超采区、严重超采区；根据超采区面积大小，将超采

区划分为特大型地下水超采区、大型地下水超采区、中型地下

水超采区、小型地下水超采区；根据地下水超采区所在地市级

及以上行政区名称和超采区分级、分类、序号等，对各地下水

超采区进行命名。

水利部

启动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最

近，位于云南省腾冲市城区东北部的十里荷

花公园景色正好。离公园不远的北海乡富裕

社区，一片繁忙，道路硬化、街道绿化、新建停

车场……社区干部李菊珍正在一户村民家里

指导庭院改造。

“大伙干劲可足了，都期待社区早日和周

围景区融为一体。”李菊珍说，2020 年 3 月富

裕社区成立群众自管组，社区的改造工作推

进顺利，一天一个新模样。

疑惑：为何项目好，支持
却很少

腾冲市北海乡距城区 10 公里，地处大盈

江水系源头，辖区内有北海湿地、樱花谷等景

区景点，旅游资源丰富。富裕社区地处城郊，

距城区只有 6 公里，四周分布着 3 个“十里公

园”——十里樱花、十里桃花和十里荷花，这

里花开不断，是腾冲周边游的热门目的地。

纵然有好资源，囿于基础设施差、产业底

子薄，富裕社区一直没有真正吃上“旅游饭”，

村民大多外出务工。“各村组之间道路不便，

环境不好，既没有停车场，也缺少像样的餐

饮、民宿，留不住游客。”李菊珍说。

2019 年 10 月 ，富 裕 社 区 迎 来 了 发 展 机

遇。腾冲市投资两亿元，引进专业团队，按照

3A 景区标准，为富裕社区量身打造特色田园

综合体，让富裕社区的山水、田园、村落和周

边旅游资源融为一体，鼓励村民发展农家乐，

实现三产融合。

愿景很美好，推动起来却遇到难题。单是

绿化问题，就让村干部磨破了嘴皮。“跟群众说

要统一做绿化，对方回一句‘农村还缺树？’”李

菊珍的工作难做，项目推进一开始并不顺利。

解题：倾听群众意见，做
好解疑释惑

几次调研后，北海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杨玥

发现，问题出在“离城近”上：干部跟村民说要改

善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发展旅游产业；村

民想的是社区离城区近，规划是否有必要。

“说白了，就是村民对于政府要干啥、政

策有啥用，心里有疑惑。”杨玥道破其中缘由。

改造的是村民的村庄，村民有权发问，更

有权参与。针对这一问题，北海乡在富裕社

区试点成立了村民自管组，并建立“一问一

答”制度。

自管组设组长 1 名，副组长 1 至 3 名，成

员 5 至 10 名。自管组成员的选定，由党支部

提名初步人选，通过线上线下征求村民的意

见，完善后提交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最后开

户长会表决。2/3 以上的户主同意，即正式

成立自管组。

自管组做“主力”，群众是“主体”。对于

村庄发展等事项，由自管组牵头收集群众的

问题和建议，自管组能处理的处理，暂时不能

处理的，由社区和乡镇干部出面，召开群众会

议现场解答。

“不怕群众提问，就怕群众不说。”在杨玥

看来，基层干部要转变思路，让群众对村庄发

展建言献策，认真听取群众建议，才能得到老

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见效：多一分了解，就少
一分曲解

“ 规 划 图 看 着 漂 亮 ，但 跟 我 们 有 什 么

关系？”

“为什么要种树，农村还缺树吗？”

…………

尹家小河村小组党群活动室里，自管组

组长尹昭红一一反映群众的问题，40 多名群

众代表满怀期待、等待答案。

尹家小河村小组位于富裕社区改造计划

的中心区域。改造需征地 300 亩，光尹家小

河就占了 120 亩，群众意见也最多。这次会

议已经是一个多月来开的第二次。

“这份规划书是根据上次开会大家的意

见修改的，大伙儿看看。”杨玥从包里掏出一

份规划图，在桌子上摊开。上次会议，社区干

部带的是一张规划效果图，缺少具体实施细

节，村民们当场提出了一些问题。

新带来的这份规划图，以社区的区划图

为基础，涵盖了 15 个村民小组。哪里的道路

需要硬化、哪里要统一做绿化、哪里修建生态

停车场……一目了然。

“涉及咱们尹家小河的，主要是绿化。三

级路一侧 15 米内统一种植桃树和樱树，和周

围的十里桃花、十里樱花融为一体，不愁吸引

不来游客。到时候我们把农家乐做起来，肯

定有前景！”杨玥用手指着规划图，一边讲解

一边比划。

一场会议下来，杨玥和李菊珍回答了群

众 十 几 个 问 题 ，基 本 解 决 了 现 场 群 众 的 疑

惑。尹昭红将会议记录整理后发到村小组的

各类微信群，告知外出务工和忙于农事没来

参会的村民。

“多一分了解，就少一分曲解。多一分理

解，就少一分误解。成立自管组、召开问计会，

就是要强化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杨玥说。

如今，随着改造的顺利推进，富裕社区的

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改观。经过一年多的改

造，污水管网建设全面完工，成片的桃树和樱

树已经种下，景观矮墙、停车场等基础设施也

基本修建完毕。此外，社区里还有几家农家

乐正在升级改造。

今年 4 月，樱花和桃花盛开，许多市民前

来观赏。尹家小河的村民许洪仓开办的农家

乐“十里樱花家宴”生意不错，最多时每天接

待近 40 人就餐。“改造后的社区环境越来越

好，我们对未来很有信心！”许洪仓说。

据了解，2020 年至今，腾冲市确定了 24
个农村末梢治理模式示范点，大力推广“商

量 — 施 行 — 再 商 量 — 再 施 行 ”的 群 众 工 作

法，形成了“户户参与、人人有责”的农村治

理新局面。

城 郊 社 区 改 造 记
本报记者 叶传增

“他 17 岁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26 次立功受

奖；戎马半生，从部队回到地方后，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到救死

扶伤的医生，一直淡泊名利、默默奉献，因为他是共产党员。”

7 月底，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何家乡长风村的文化礼堂

里，一场“颂党恩 忆初心”主题宣讲正在进行。宣讲内容的

主人公，正是 95 岁老党员、老英雄胡兆富。

深藏功名六十余载

2019 年 7 月，常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

核对工作，发现一位医院离休医师的档案里，记录了一段不为

人知的英雄传奇：

胡兆富，1926 年出生在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1943 年参

加泰宁抗日游击队，后被编入八路军鲁南军区警备旅。经过

培训学习后他成为一名卫生员，曾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等各类战役 46 次，26 次立功受奖，其中 2 次特等

功、7 次一等功，曾荣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

沉甸甸的军功章和证书，深藏了 60 多年。

“只知道我父亲当过兵，后来才知道他是一名战功赫赫的

英雄。”看到泛黄的荣誉登记证，年过六旬的胡兆富女儿胡玲，

才开始真正了解父亲。

一次战斗中，排长、班长先后牺牲，部队无法向前推进，胡兆

富作为幸存的党支部委员，放下医药箱，一边组织战士正面实施

火力压制，一边指挥其他人利用战壕掩护绕后，成功攻克敌人地

堡，俘虏 10余名敌人，缴获马枪、冲锋枪数支，荣获特等功。

“大大小小的战斗，已经说不清打了多少。真正有功的

人，是在我前面倒下的人。”胡兆富说，不管情况如何危急，他

都没丢掉过一名负伤的战友。最艰难的一个晚上，大部队整

夜行进作战，胡兆富先后救护了 200 多名伤员。

“不能把病人丢下”

1958 年，胡兆富转业到浙江一家医院工作。上世纪 60 年

代，面对血吸虫病疫情，胡兆富主动申请，到当时浙江血吸虫

病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常山县，支援血吸虫病防疫和治

疗，“救一个，再救一个，无论到哪儿，我都是一名医生。”

从 1963 年到岗，至 1985 年离休，胡兆富在常山县人民医

院内科工作了 22 年。“从没听他提过军功，他也从没向组织提

过任何要求。”曾任县人民医院院长的王贞元感慨。

妻子姜振平随胡兆富一起到常山，她的记忆里，胡兆富几

乎没请过假，从来没在家过过年，“他经常和我们说，他是共产

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能把病人丢下。”

老同事杨丽君记得，当年因为交通条件不方便，胡兆富常

常要花上一天时间，徒步到距县城 40 多公里的偏远乡镇毛良

坞给病人看病，有时碰到病人没钱治病，他就自己拿出钱来给

病人。

有一回，医院送来了一个得了麻疹的孩子，父母都准备放

弃治疗了，胡兆富看了看小孩的眼睛，说：“孩子还能救！”坚持

治疗一段时间，孩子康复了。当年那个孩子，现在也已 50 多

岁了，有时路上碰到胡兆富，还拉着他的手连连道谢。

胡兆富离休后被县人民医院返聘。一年的返聘，他只象

征性地领取 1 元钱工资。“我就是想继续给病人服务。”一年

后，看到有年轻医生进医院，胡兆富主动请辞，把机会留给年

轻人。

这之后，胡兆富依旧闲不下来，只要身体吃得消，他都会

在社区义诊，给附近居民量血压、测血糖，“我这么大年纪了，

能帮到别人，也让我觉得自己还有价值。”

“战士一辈子都要战斗。”胡兆富说，“革命战争年代，党指

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建设时期，共产党人是种子，撒到哪里

都要开花结果。”

自觉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前夕，胡兆富被授予“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

胡兆富的孙子胡烨宇陪同他一起到北京。胡烨宇说，表

彰大会结束后，爷爷拿着奖章和证书，一遍又一遍地擦拭。胡

烨宇一抬头，发现爷爷的眼睛已经湿润。

“爷爷常对我说，你作为一个在新时代入党的党员，不要

因为自己在工作中有一点表现、受到表扬，就骄傲自大，要踏

踏实实地干。”胡烨宇说，这份教诲，爷爷用他的亲身经历做了

最好的示范。

虽年事已高，可胡兆富身子骨还硬朗，每天坚持读书看报

看电视，了解时事动态，关注国家发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参与者和见证者，都应该自觉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国家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胡兆富说。

浙江省常山县人民医院离休医师胡兆富——

“无论到哪儿，我都是一名医生”
本报记者 江 南

胡兆富（中）与女儿胡玲（右）、孙女胡煜琦在小区内散步。

新华社记者 江 汉摄

近日，来到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青石嘴镇，只见黄澄澄的油菜

花海、绿油油的青稞麦浪，与远处的起伏青山，共同构成一幅颜色饱

满的田园画。

以农为主、农牧结合，资源分布独具特色的门源县，以青稞、油菜

为主要农作物。近年来，门源县通过集成农艺、农机技术，推进青稞

种植大规模集约化、青稞生产全程机械化，青稞产业实现增产增收，

绿色生态产业链加快形成。

上图：金色花海。

右图：远眺村镇。

欢迎投稿，邮箱：findzmxc@163.com。

多彩高原 诗意家园
本报记者 姜 峰文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