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贵州省雷山县大塘镇大山深处的掌雷村、南脑村，有一对“夫妻村医”

常年坚守，共同守护着苗寨村民的健康。

这对夫妻名叫张文祥、李富勤。平日里，两人为村民们提供基础医疗及

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各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他们的

医术和敬业精神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乡亲们离不开我们，我们也舍不得离

开。”张文祥说。

左图：张文祥（右）、李富勤在回访患病村民途中。

上图：张文祥（左二）为村民进行健康体检。

蔡兴文摄（人民视觉）

深山里的夫妻村医

84 岁的张凤英很会“赶时髦”：

聊 微 信 、刷 抖 音 、玩 自 拍 ，样 样 都

会 。 最 近 ，她 又 学 会 一 项 新 技 能

——给远在深圳的宝贝孙子打视频

电话。更换智能手机一年有余，张

凤英越用越顺手：“可得感谢当时耐

心教我的社工。”

为优化村（社区）服务格局，甘

肃省兰州市各基层党组织纷纷展示

十八般武艺：有的组建志愿队帮助

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有的举办夏

令营为少年儿童保驾护航，有的着

力解决辖区困难群众就业问题……

一系列举措，大大提升了老百姓的

幸福感。

组建团队办培训
帮助老人学上网

家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甘家

巷社区的张凤英老人，平时喜欢聊

天、遛弯。去年生日，儿子送给她一

部智能手机，她跟着家人学了好一

阵，只学会了如何接打电话，“这跟

老年机有啥区别哩？”眼瞅着新手机

成为摆设，恰好老年大学举办培训

班 ，她 跟 着 学 了 3 天 ，却 不 愿 再 去

了。“里面都是 60 岁左右的人，脑子

转得快、内容学得深。”张凤英难以

跟上进度，有些泄气。

听说了辖区内老人们的苦恼，

甘家巷社区党委组建起一支志愿服

务队，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制定了一

套详细的智能手机使用攻略，并在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起培训课堂，

张凤英成为首批学员。

翻开全彩印刷的学习手册，从

认识智能手机到下载软件，再到社

交媒体介绍、购物娱乐指南，应有尽

有。不仅如此，还有专门的社工负

责教学，“一对一”包教包会。

不出两个月，张凤英把各种操

作摸得门儿清：看病预约挂号、订

餐、浏览新闻……“自从学会用智能

手机，它成了我的伴侣。”张凤英老

伴过世早，孩子们又忙工作，手机充

实了她的生活。“瞧瞧！这是防诈骗

信息。”张凤英指着群消息说。现在

她已经积累了一些上网经验。

“破 解 老 年 人 数 字 鸿 沟 问 题 ，

社区培训很有必要。”兰 州 市 民 政

局 养 老 服 务 科 干 部 王 永 祥 说 ，社

区、社工组织应多开展培训，紧贴

老 年 人 需 求 ，做 实 做 细 老 年 人 服

务 ，这 将 帮 助 老 年 人 在 信 息 化 时

代 更 有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 感 。

截至目前，甘家巷社区已连续举办

3 期培训，陆续有 60 多名老人成为

学员。“我们这里没有明确的‘毕业

生’。”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黄娇说，很多老人当时学会了，过

后又忘了，就反复来学习，社区安

排专人随时给老人们“补课”。

【专家点评】兰州大学哲学社会

学院教授周亚平：以智能手机为代

表的新媒介技术逐渐走进老年人日

常生活，改变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方式。在社会层面，我们鼓励老年

人相互支持的同时，也要鼓励年轻

人平时多教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

在政策层面，政府也要提升适老化

改造水平。总之，要让老年人更好

地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

夏令营里活动多
孩子有了好去处

上午 10 时，到工地检查项目的

钱立趁休息间歇打开手机，看到“畅

翔少年”活动群里带队老师发来的

视频，忍不住笑了起来。视频里，两

位“小主播”面带微笑，眼睛盯着提

词器，麦克风里传出略带稚气的童

声。原来，其中的一位正是自己即

将上二年级的大女儿钱芮屹。上班

前，他刚把女儿送到城关区畅家巷

社区，参加兰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小

小主播”职业体验活动。

今年 35 岁的钱立在兰州市建

设稽查执法支队工作，双职工家庭

一到寒暑假就“头疼”。“父母上了年

纪，光照看老二就很吃力，有时我们

不得不把老大带到办公室。”钱立介

绍，幸好社区举办了夏令营活动，既

让放假的孩子有个好去处，增加知

识和阅历，又能帮家长减轻负担。

畅家巷社区教育资源丰富。从

2009 年起，社区就动员辖区内两所

百年老校的师资力量以及社会力

量，开展少年儿童服务工作，解决学

生们的寒暑假和平时“课后四点半”

难题。

走 进 社 区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100
多平方米的活动室内，钢琴、电视、

桌椅等设施一应俱全，靠墙而立的

书架上摆满了科普读物和水彩画

笔。十几位小朋友正在社区党员志

愿者的指导下学习、玩耍。“我们的

夏令营活动可丰富啦！有职业体

验、思维导图、口才演讲……”正在

玩三角魔方的颉泽宁小朋友告诉记

者，夏令营里不仅活动有趣，还能认

识很多新朋友。

“这个房间既是居民协调议事

室，也是夏令营和‘四点半课堂’的

活动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徐慧说，暑期社区在这里举办夏

令营，平时进行作业辅导、规范字书

写和科普知识讲解，家长下班后再

来社区接孩子。

“社区积极作为，不仅让家长免

去后顾之忧，也有诸多积极的现实

意义。”兰州市城关区畅家巷小学教

师彭铭韫说，以家庭为基础、学校为

主体、社会为平台，三方合力，将有

益于为孩子们营造健康成长和全面

发展的良好环境。

【专家点评】兰州大学高等教育

研究院副教授黄巨臣：小社区，大能

量，贴心服务暖人心。社区正在成

为基层部门与广大居民互动沟通的

有效平台。畅家巷社区整合各方资

源，动员志愿服务力量，在暑期举办

免费夏令营活动，在平时孩子放学

后提供作业辅导等服务，有效解决

了长期以来困扰家长们的诸多难

题，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健康快乐

的学习成长环境。

精准摸排助就业
村民增收有保障

蒸腾的辣汁在上蹿的火焰下嗞

嗞作响，厨师张新源手持铁勺、放入

配料搅个不停，不一会儿，一道纸包

鱼便上了桌。恰逢周末，兰州市西

固区河口古镇农家乐生意红火。

张新源学历低，以前的工作都

不太理想。正当一筹莫展之际，老

家河口镇乡村旅游兴起，政府在村

里开办了厨师培训班。不光免费教

学，每天还有 50 元额外补助。张新

源边学边干，前前后后共参加了 5
期培训，进步很快。“如今，很多游客

来到我家，还夸菜的品相与城里大

酒店差不多。”张新源笑着说，“现在

自 己 开 了 农 家 乐 ，时 间 自 由 又 灵

活。到了旅游旺季，每月纯收入有

将近 2 万元。”

培训促就业，公益帮就业。七

里河区崖头村乡办建材厂倒闭，让

村民刘国锋有劲没处使。2015 年，

崖头村启动城乡一体化建设，村干

部上门邀请刘国锋加入新成立的保

洁队，每天上班 6 小时，月工资 2600
元，工作地点就在家门口。

每天早晨，刘国锋开着三轮机

动车到垃圾投放点清运垃圾。与他

一起工作的，还有村民陈开强。陈

开强身有残疾，过去，生活主要依靠

弟弟一家扶持，弟媳刘翠兰干完农

活还得帮忙洗衣做饭，“长期下来，

累得不轻。”为减轻他们的负担，村

里伸出了援手。

崖头村党支部摸排全村就业困

难群众，给陈开强等 3 名残疾人员

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帮助减轻家

庭负担。针对无学历、无技术人员，

崖头村还组织电工、厨师、计算机等

就业技能培训，帮助村民找出路，截

至目前，累计培训 200 多人次。

下午 4 点，刘国锋清运完垃圾，

贴着墙边停好车，换下工装就赶到

自家菜地。这份家门口的工作让他

有充裕的时间帮衬家里，“种菜加务

工，年纯收入近 5 万元，稳定又有保

障，日子越来越好了！”刘国锋说。

【专家点评】甘肃农业大学教授

颉建明：“产业支撑+返乡就业”已

经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模式。

这种模式既为当地产业的发展增砖

添瓦，又为新农村的建设贡献力量。

（专家点评由本报记者王锦涛

整理）

兰州城乡基层组织多举措增进民生福祉——

需求在哪 服务到哪
本报记者 王锦涛 赵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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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民生实事R
核心阅读

为优化服务格局，
甘肃省兰州市各基层党
组织积极探索：组建志
愿服务队、开办培训班，
教老年人用智能手机，
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便
利；在暑假举办免费夏
令营，既解决家长后顾
之忧，也有助于青少年
健康成长；帮助困难群
体解决就业难题，实现
稳定增收。

甘家巷社区工作人员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本报记者 赵帅杰摄

■快评R

如何优化乡镇、街道等基层党组织的为民服务能力？兰州做出

了一些探索，给人启发。

从实际出发。老百姓的生活具体而微，服务者需深入进去，耐

心倾听大家心声，了解群众急难愁盼，制定出贴近实际需求的举措。

脚踏实地做好调研，就能有的放矢，拿出解决问题的真招、实招。

服务精准化、精细化。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群众需求多种多

样。不同群体需求不同，应开展有差异性、有针对性的服务。既满

足群众的普遍性需求，也尽量兼顾困难群体的特殊性需求。归根到

底，做好基层工作需精心谋划、精准施策，切实提高服务质量。

摸清群众需要，措施细之又细，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就一定能构

建起更加和谐美好的家园。

精心做好基层服务
巩育华

■暖相册R

一件哪怕微不足道的
小事，乘以时间的长度，也
能成就人生的厚度

■民生观R

最近，一场欢送仪式感动了无

数网友。

欢送仪式的主人公名叫李海

燕，是广东惠州大亚湾区公安局交

警大队西区中队的一名民警。 28
年来，他每天坚持着一件事——在

大亚湾西区第一小学门口护送孩子

们过马路。前段时间，年满 60 岁的

他退休了。得知这一消息后，学校

特意将他请进校门，为他举办了一

场欢送仪式，并赠送了纪念品，送上

了锦旗。

28 年的默默坚守，他从风华正

茂的小伙子，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

民警；护送过多少孩子，记不清了。

网友纷纷表示，“很暖很感动！”

是啊，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

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护送孩

子过马路，平凡普通；一做就是 28
年，坚守的力量常常会带给人们深

深的感动。

坚守，能赋予平凡人生更高的

意义。江西省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负责人支月英

坚守乡村讲台 41 年，守护大山孩子的梦想，力争“不让

一个孩子因贫失学辍学”；陕西省佳县人民医院退休医

生路生梅扎根县城医院 50 余年，运用精湛医术守护一

方百姓，被誉为一诺千金的“信义医生”；航空工业昌飞

公司飞机钣金工孙滨生坚守制造一线 39 年，历经无数

次敲打磨砺，成为钣金车间关键件、重要件、特急件任

务的“救火队员”……这些模范人物，无不是用坚守书

写了最动人的人生篇章。

坚守，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尤为重要。坚守，意味

着告别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拥抱久久为功。很多事

情，蜻蜓点水地做，很难做好，老百姓称之为“雨过地

皮湿”。三分钟热度，更是干事成事的大忌。坐得住

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在每个细节上反复打磨，在

每个环节上不断优化，是很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

经验。点滴之水，终成江河，人人立足岗位，长期精

益求精，厚积而薄发，就能推动国家和社会走向更美

好的明天。

始于初心，成于坚守。一件哪怕微不足道的小事，

乘以时间的长度，也能成就人生的厚度。坚守，可以让

每个人都熠熠生辉。

相
信
坚
守
的
力
量

晓

阳

在蚕农石志军的家宅底楼，微风送来桑叶的清香，地面

和架子上躺着两万多只白白胖胖的蚕宝宝。截至去年底，

在广西忻城县，像石志军一样的养蚕人有 27 万。这些不起

眼的小蚕虫为当地铺就了一条致富路。

忻城县地处大石山区，素有“九分石头一分土”之称。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劳动力外流，一度让当地成为贫困县。

同大多数人一样，家住忻城县上浪村的石志军早年在外务

工，2001 年返乡照顾家人，开始了养蚕事业。

从蚕卵孵化开始，幼虫要从一龄蜕化成五龄才开始结

茧，至结茧完成大约需要 1 个月。过去，蚕农每月最多养两

批蚕，收入也不高。2019 年，当地政府通过整合粤桂扶贫专

项资金和相关集团资金共计 382.5 万元，对忻城县上浪村标

准化桑蚕培育基地进行了升级改造。基地与河池学院合作，

在养殖技术和蚕种优化方面不断攻关。2020 年 3 月，基地开

始向蚕农供应基地培育的标准化四龄蚕。一张四龄蚕市场

价 350元，政府补贴 200元，农户只需花 150元就可购买。

“以前五龄蚕要 5 天才能吐丝，现在只需要 3 天，基地购

入的蚕养殖周期大大缩短，我现在 1 个月能养 3 到 5 批蚕”，

勤快的石志军还利用空闲时间饲养肉羊，拓宽收入来源。

但养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石志军订了两

批基地培育的蚕，谁知因在蚕睡眠期铺桑叶，闷出了细菌，

蚕死了七成。回访的科技人员了解情况后，指导他分离病

虫，并帮忙申请了赔款。政府免费为购买四龄蚕的蚕农投

保的保险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拿到保费，损失也

减少了许多。”石志军说。

有了这次教训，石志军开始更努力地学习养蚕技术，积

极参与村里、基地组织的养蚕培训，还自制了一个便捷的喂

蚕车。仅今年 4 月到 5 月，石志军就出售了 5 批蚕茧，收入

达 1.2 万元。

在红渡镇六纳村，罗绍先也和石志军一样，从养蚕中尝

到了不少甜头。罗绍先说，“养四龄蚕之前，每年养蚕收入

最多能有两万元。但今年光是 4、5 月，我的收入就达到两

万元，估计今年能赚 4 万至 6 万元。”2019 年，基地开展养蚕

“智慧云平台”建设，请专家通过云平台远程指导村民养

蚕。家住大山深处的罗绍先，家里也装上了带视讯功能的

设备。“专家经常和我视频通话，了解我养蚕的情况，指导我

怎么做，很安心。”作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罗绍先还积极承

担了帮村民订蚕的工作，工作册上密密麻麻地记着十几个

村屯蚕农的订货数据和产量。

近年来，忻城县致力于扶持桑蚕产业发展。2020 年全

县共投入 2088.06 万元用于桑蚕基地建设，推广桑蚕生产新

模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2018 年到 2020 年间，忻城县针

对“十三五”期间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产业奖补政策，给予

蚕农桑农新植桑、宿根桑和四龄蚕补贴，鼓励养蚕种桑。去

年 6 月，忻城县通过招商，引进三江口产业园茧丝绸项目，

致力于发展桑蚕全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发展桑蚕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广西忻城县——

种桑养蚕 致富路宽
本报记者 祝佳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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