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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称呼马朝红“马姐”。她个

子不高，皮肤因长期野外工作，被晒得黑

红。她戴一顶宽边遮阳帽和一副眼镜，

穿一身深色外套，看上去像一位普通的

邻家大姐。不过，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

她那温柔而笃定的眼神，让人印象深刻、

倍感亲切。

“昨天，我们又救助了一只鸟，是大

白鹭……”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的黄河

岸边，马朝红正向我们有声有色地讲述

当时的情景。

马朝红是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孟津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1999 年，

她从父亲手中接过保护湿地鸟类的接力

棒，和这些可爱的湿地生灵相识相知，一

起度过了二十多个春夏秋冬。

2021 年 12 月 1 日，马朝红和同事在

巡察、观测水鸟时，发现一处废弃的鱼塘

边，一只大白鹭正在惊恐地扑腾翅膀，怎

么也飞不起来。走近一看，原来它被渔

线缠住了腿。马朝红慢慢靠近大白鹭，

用自己的遮阳帽盖住它的头，免得它情

急之下攻击人，然后护住它的翅膀，轻轻

地抱起它，与同事一起将它带到附近的

野生动物保护站。他们小心翼翼地剪掉

缠绕的渔线，仔细检查大白鹭有没有受

伤，确认无碍后，才给它整理羽毛，带回

原地点放飞……

听着马朝红的讲述，我们在寒风中

沿 着 湿 地 蜿 蜒 的 木 栈 道 ，进 入 芦 苇 深

处。只见沙洲与水泊相伴，沙柳与苇丛

相依，偶尔有成双成对的鹭鸟自芦苇丛

中腾起，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

我们好奇地问她：像救助大白鹭这

样的情况，常会遇到吗？

“偶尔会。6 月上旬，我就救活了一

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猫头

鹰的一种），喂养了四十多天，最终让它

成功返回大自然。”马朝红讲起救鸟过

程，眼神、表情、语气满是爱意和欢喜。

这只受伤的雕鸮是被一位老乡救起

送到林业局的。林业局的人知道马朝红

爱鸟，又有丰富的护鸟知识，就问她能不

能救助这只外表有些吓人的猫头鹰。马

朝红二话没说就接下了这个差事。这是

一只羽翼尚未丰满的幼鸟，但体型已经

不小。马朝红虽然养护过不少鸟，但还

没 养 过 猫 头 鹰 。 她 腾 出 阳 台 给 鸟“ 安

家”，买来牛肉、小鼠和维生素喂它。这

小家伙像个小孩子一样，起初很胆小，不

敢捕食活物，还躲进笼子里，一会儿看看

食物，一会儿又瞅瞅马朝红，那笨拙、胆

怯的样子，让马朝红心生爱怜。她用眼

神鼓励它，磨炼它的胆量。慢慢地，它的

进食正常了，体型更大了，翅膀也更硬

了，却也让马朝红受了不少苦头——她

两次被这只雕鸮抓伤，不得不去打破伤

风针。

就这样，一直养到这只鸟的伤势痊

愈、体力渐强，足以翱翔蓝天时，马朝红

才和同事、朋友一起，将它带到受伤地点

放飞。望着这只雕鸮奋飞于黄河湿地上

空，马朝红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我们边走边聊，来到河边不远处的

观鸟点，借助望远镜观察河滩、沙洲上成

群的鸟儿。每年从 10 月开始，黄河孟津

湿地就会成为大批候鸟的迁徙驿站，它

们会在这里一直逗留到次年 3 月。12 月

正是鸟儿的种类和数量最多的时候。马

朝 红 感 慨 道 ：“ 湿 地 好 不 好 ，关 键 看 水

鸟。鸟类留恋这里，说明湿地的生态环

境优良。”

湿地观鸟，虽有诗意，但也隐藏着危

险。为了研究水鸟的活动规律，马朝红

每隔几天就要背着半人多高的装备，深

入湿地调查。潮湿泥泞的滩涂，常弄得

她一身泥巴一身汗。一个夏天，她在湿

地河滩近距离观察一种新来的鸟，一时

入了神。待她回过神来，两条腿不知何

时已经陷进河滩松软的泥地里，眼看越

陷越深。她赶紧呼救，在别人的帮助下

才爬上岸。现在想想，她都有些后怕，可

那次的收获特别大，认识了林鹬等三种

鹬鸟。

父亲马书钊是马朝红护鸟路上的领

路 人 。 马 书 钊 曾 是 一 名 林 业 管 护 员 ，

1995 年春节回老家时，他目睹了黄河滩

边鸟儿被人捕杀的一幕，义愤之下决心

投身护鸟事业。1997 年年底，马朝红回

家探亲，几乎每天都陪父亲到寒冷的黄

河边观鸟护鸟。眼看父亲日渐衰老，还

念念不忘生机勃勃的黄河湿地，她真正

体会到父亲对鸟儿的热爱。1999 年，马

朝红下定决心辞去工作，回到成立没多

久的孟津黄河湿地保护区，跟随父亲观

鸟护鸟。起初，他们的交通工具只有自

行车，要跑完五六十公里长的湿地，最少

需要三天。父女俩带着干粮，吃住在路

上，摔倒甚至受伤也是常有的事。

马书钊 2013 年做了股骨头手术，又

有其他疾病缠身。这位七十九岁的“鸟

迷”已没法再到黄河岸边，亲近他最牵挂

的鸟儿。如今老人在住室墙壁上贴满了

各种水鸟图片，看着这些鸟儿，他便像见

到老朋友一样，心里十分愉悦。

马朝红家里的墙壁上也贴着各种水

鸟的图案，还收藏着自己多年观鸟的记

录本，让人仿佛置身鸟类展馆。她深情

地注视着一幅水鸟画，悠悠地说：“几天

不见，就会觉得少了点儿啥。”

当地许多村民当着马朝红的面，称

湿地内的水鸟为“你家的鸟儿”。常有村

民跟她开玩笑：“你家的大雁又吃了我家

的麦子！”“你家的鹭鸟又吃了我家鱼塘

的鱼！”她也开玩笑地回应：“吃就吃了

呗，谁还跟鸟儿计较呢？”

“守护好了湿地，就守护好了我们自

己的家园。现在这一带的村民都知道和

鸟做朋友，每当大批候鸟再次回到湿地，

大家就像看到外出的孩子回家一样开

心。”马朝红说这话时，满是幸福感和自

豪感。她的心绪也感染了我，耳畔仿佛

又响起了黄河边那阵阵鸟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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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黄河湿地风光。

马 立摄

要不是我知道她就是林丹，我一定

会以为，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十分朴素的

女同志，就是每天我上下班都能遇到

的、大街上普普通通的一名福州女子。

林丹热情地与我握手。在握住她

手的那一瞬间，我立即感到一种真诚。

她微笑地看着我，目光里透出一份质朴

的亲切。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军门

社区数千户居民，都那么信任和依赖

林丹。

作为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

道军门社区的党委书记，林丹可以说

是工作在“最基层”。社区工作的岗位

很平凡，但林丹在如此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了相当不平凡的成就——她不仅

获得了从街道的优秀社区工作者，到

市级优秀社区工作者、省级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一系列荣誉，当

选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更在建党

百年之际光荣获得“七一勋章”。这名

社区基层干部靠着自己的双手，书写

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奋斗

不止的“时代传奇”。

始终如一的坚守

林丹自小生活在一个普通家庭。

青年时，她响应国家号召，到福州的农

场 插 队 锻 炼 。“ 到 国 家 最 需 要 的 地 方

去”，从那时起就深深印在她的心中。

1972 年林丹回城后，在家等待组织安

排工作。那时，她的家就在当时的军门

居委会隔壁。住在同一个小院里的一

位名叫许德时的老人，引起了林丹的

注意。

许 德 时 当 年 70 岁 ，是 居 委 会 主

任。老人每天走街串巷开展工作，事务

琐碎，他又年事已高，因此十分辛苦。

特别是老人不识字，居委会工作有时需

要相关文字材料，老人就只能找识字的

人帮忙。有一次老人找到了林丹，林丹

高兴地答应了。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

居委会的工作。

如果说，是林丹心中的善良让她答

应给老人帮忙，那么她爱上居委会的工

作，则是源于她乐于助人的品德。在当

时的她看来，居委会的工作就是帮助街

坊邻里，是做善事、做好事。因此虽然

没有一分钱报酬，林丹还是每天都笑呵

呵地跟在许德时老人身后，干得不亦乐

乎。很快，她就成了许德时处理居委会

工作的左膀右臂。许德时老人也看中

了这个在工作中总是笑眯眯的姑娘，觉

得林丹是做居委会工作的好苗子，所以

悉心培养她。

1972 年 8 月，经许德时推荐，林丹

当 上 了 居 委 会 分 管 治 安 的 副 主 任 。

1973 年，许德时主任病退，而林丹则是

他心中最满意的接班人。

正当林丹鼓起心气，想要在居委

会大干一番时，她接到了分配工作的

通 知 ，是 鼓 楼 区 建 工 系 统 的 一 家 单

位。毫无疑问，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

好工作。林丹去向许德时老人告别，

说自己要走了。许德时老人心中万分

不舍，但实在又不好误了林丹的前程，

只 是 一 个 劲 地 说 ：林 丹 ，真 舍 不 得 你

走，真舍不得呀！

单纯的林丹只感到了许德时老人

的不舍，没想更多。但是，接下来的几

天，不少居民得知林丹要走，就纷纷跑

到居委会来找她，劝她留在居委会工

作。面对居民的真心挽留，林丹感到自

己正面临人生一个关键的抉择，一时拿

不定主意。若说那份分配的工作没有

吸引力，那是假话。但看着许德时老人

期待的目光，听着居民们情真意切的话

语，林丹心里一软，下了决心：就在居委

会干吧！

林丹留下来了。回忆当初，她认真

地说：当时真实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在

这个社区住得久了，对这里的人和事都

熟悉，感情也很深。再说，自己只是个

普通人，大家喜欢我、需要我，是多难得

的事！还是留在这里干更有价值。

就是这样朴素的心愿和情感，支撑

着林丹尽心尽力为大家服务，用出色的

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回报街坊邻里对

她的信任和喜欢。

上个世纪的居委会干部，待遇不

高，但林丹没想那么多，一门心思只想

着做好工作。其间，她也遇到好几次

“跳槽”的机会：1993 年，一名商人暂住

在军门社区，因此认识了林丹。通过一

段时间的了解，商人十分欣赏林丹的工

作能力和敬业精神，于是主动找到林

丹，开出优厚条件，聘请她担任分公司

的负责人，薪水远超居委会的工资，但

林丹还是婉拒了。她风轻云淡地说：我

去干，那是仅为一家公司、一个人做事；

但在居委会，我是为大家做事。孰轻孰

重，我心里分得清。

林丹在居委会的优秀表现，也引起

了市、区各级领导的关注。林丹不止一

次得到机会，可以调往条件更好、待遇

更高的工作岗位，但她都一一放弃了。

从接触居委会工作那天算起，林丹

在军门社区一干就是 50 年。可以说，

她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用在军门社

区的工作上；把几乎所有的情感，都倾

注在居民们身上。

雪中送炭的坚持

军门社区地处福州城繁华的中心

地带。随着城市的发展，老城区的人口

密度越来越高，社区的情况也越来越复

杂。林丹深知社区工作看似琐碎，却是

党和政府与群众紧密联系的桥梁和纽

带，非常重要，马虎不得。她想：都说居

委会工作主要是解民忧、排民难，那就

要多做些雪中送炭的事。只要是居民

的需要，再小的事也不能放过，再困难

的事也要想方设法做好！

了解群众所需是第一步。林丹不

停地在街坊里弄走访，全面摸清各家各

户的情况。到后来，整个社区的居民都

知道：要找林丹，别上她家。林丹要么

是在街道开会，要么是在居委会办公

室，要么就是在居民们的家中。

林丹的丈夫游耕厉说，与林丹结婚

40 多年，她从未给家里做过一顿年夜

饭；女儿从小到大，林丹从未去开过一

次学校的家长会。林丹的女儿记得，自

己得了急性阑尾炎开刀住院，是爸爸送

去的。妈妈下班回家才知道，赶到医院

坐了几分钟，然后说：对不起女儿，今天

是 老 年 节 ，社 区 有 700 多 位 老 人 在 等

我。说完，抹着泪走了。林丹的一位同

事则回忆，林丹曾因声带小结而动了手

术，上午手术完，下午就回到社区，因为

相关部门通知有台风要来。林丹没法

说话，就用纸笔在办公室写字进行指

挥 ，一 直 忙 到 晚 上 11 点 多 才 回 家 休

息。大家看着她那么用心工作的样子，

都湿了眼眶。

居民小杨，3 岁时母亲去世，父亲

另组家庭，小杨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一

起生活，后来又不幸患病，没有任何收

入，生活非常艰难。林丹得知后，主动

与小杨“结对子”，四处奔走为小杨申请

城市低保，并每月从工资中挤出钱来予

以资助，还为他买衣送被，带他就医治

病。居民小王，因盗窃罪被判入狱。小

王自幼丧父，入狱后母亲患病，林丹主

动承担起照顾其母亲生活的重任，并带

着小王母亲的近照前去探监，鼓励小王

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做人。不幸的是，

小 王 的 母 亲 在 他 服 刑 期 间 就 因 病 去

世。林丹出面担保，让小王得以为母亲

送终。小王刑满出狱后，一时生活没有

着落，也租不起房子，林丹便将他接回

家中居住，还在家中为他举办生日聚

会。小王流着泪发誓：一定重新做人！

经林丹多方奔走，一家大医院接收了小

王做保安。小王努力工作，还组建了自

己的小家庭。

军门社区有一大批 60 岁以上的老

人，在辖区人口中占有不小的比重。林

丹认为，竭尽全力为老年人创造更好

的生活条件，让老人能健康快乐地在

社 区 安 度 晚 年 ，是 社 区 的 重 要 工 作 。

每年福州当地的“拗九”孝顺节和重阳

节，林丹总要为社区孤寡老人、特困老

人、空巢老人亲自送上祝福和鲜花，为

金婚、银婚老人送上纪念品。居民吴

老太，亲人都不在当地，逢年过节见到

邻里阖家团圆，就长吁短叹。林丹得

知后，主动前去看望老人，对老人说：

以后我就是你的亲人，有什么事你就

找 我 。 吴 老 太 爱 吃 福 州 妙 巷 口 的 鱼

丸 ，林 丹每月至少跑一次妙巷口鱼丸

店给老人买来。多年来，每到吴老太生

日那天，早上 7 点，林丹就会准时为吴

老太送来一碗长寿太平面。吴老太的

亲属来福州探亲，得知老人被照顾得这

么好，深为感动。

我曾问林丹，是什么让她能一直坚

持，为社区做这些细碎的事？林丹不假

思 索 地 答 道 ：都 说 积 水 成 渊 ，积 土 成

山。社区工作看似很小，但是做久了，

做多了，我才明白，积小成大，积善成

美。社区本来就是一个城市最小的组

成单元，如果每个社区都成为城市的一

个小花园，整个城市不就成为一座美好

的大花园了？这些年，我就感到社区工

作是越做越有奔头！如果每个人都能

为社会尽点自己的努力，哪怕很小，但

累积起来，不就非常的多吗？

在采访中，我还听到这样一桩令人

感慨的佳话：

林丹的一位同事告诉我，福州东街

派出所曾经接到报警，说是有位 80 多

岁的老人在大街上乱走，路上车来车

往，很是危险。派出所立即出警找到老

人，但老人年岁已高，无论警察怎么询

问，都说不出什么清晰有用的信息。一

筹莫展之际，大家注意到老人嘴里不时

会说出福州话的“林”“丹”两个字来。

一位老民警突然反应过来，猜测说：会

不会是指军门社区的林丹？派出所的

同志马上联系林丹。果然，这位老人正

是军门社区的居民。

这份深植老人心中的信任，是林丹

最珍视的“财富”。

执着为民的坚定

林丹告诉我，军门社区原先是没有

党支部的，只有居民委员会。1991 年，

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下文，要求全市各

街道居委会成立党支部。深知此举重

要意义的林丹迅速行动起来。1991 年

下半年，军门社区在全市率先成立社区

党支部，林丹成为军门社区第一任党支

部书记。

从这一天起，林丹就在床头放上一

支笔和一本笔记本。晚上回家，看电

视、看报纸，看各种学习材料，只要看到

社区党建方面有值得借鉴的东西，她都

记录下来，用心学习、体悟。她在社区

创设了“书记主任联系卡”和“便民服务

卡”，提出军门社区党支部要做到“群众

一有困难，第一个就想到我们”。接着，

又建立起了“家访制”，规定社区党员干

部每个月至少要走访 100 户居民，及时

发现社区居民家中的生活难处，了解

掌握社区居民的相关情况，向居民及

时传达、宣传党的政策。林丹还深化

了已有的社区“帮扶制”，发动社区党

员与辖区内特困户结对帮扶，签订结

对帮扶责任书，让社区党员发挥带头

作用。

社区居民程师傅，夫妻双双下岗，

其 妻 子 又 身 患 重 病 ，家 庭 十 分 困 难 。

林丹得知后，与程家结成帮扶对子，想

方 设 法 帮 程 师 傅 的 妻 子 解 决 医 药 问

题。程师傅的女儿考上大专，可交不

起学费，林丹又忙前跑后联系助学单

位 ，与 程 师 傅 的 女 儿 签 订 了 助 学 协

议。程师傅的女儿勤奋读书，考上福

建师范大学。林丹得知消息那天，刚

好领到一笔劳模奖金，她当即将奖金

送给程师傅的女儿当学费，又积极帮

忙联系新的助学单位。

针对社区越来越突出的人口老龄

化 特 点 ，林 丹 与 同 事 们 共 同 努 力 ，筹

集资金建成了一个 400 多平方米的社

区“ 居 家 养 老 照 料 服 务 站 ”。 林 丹 还

把每月 10 号定为“居民恳谈日”，倾听

居民诉求，邀请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现

场解决问题……

2001 年，鼓楼区组建新型城市社

区，调整后的军门社区居民一下增加至

3000 多户。经过选举，林丹当选社区

党委书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串千家

门、知千家忧、解千家难，林丹自身先做

到了，然后对社区的全体党员提出了这

个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到岗的第一天，

林丹都要和他们一起重温党的历史，讲

党员的责任。还不是党员的工作人员，

林丹都要第一时间找他们谈话，问他们

想 不 想 入 党 ？ 有 没 有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决心？

社区工作站落成后，林丹的办公

室原本是安排在二楼的，但林丹坚决

不同意，说这样社区居民来找我们，还

要走楼梯，实在不方便。在林丹提议

下 ，社 区 所 有 办 公 室 都 调 整 到 了 一

楼。她说，就是要让居民一来，一眼就

可以看见我们，我们就是要离社区群

众越近越好。

这几年来，军门社区将原来的居

家 养 老 照 料 服 务 站 改造升级为 2000
多平方米的居 家 养 老 服 务 照 料 中心，

24 小时全天候为社区老人服务。结合

社区居民孩子午托、晚托的需求，又建

起了少儿托管服务中心，开设围棋、书

法、珠心算等兴趣班。为方便群众，军

门社区还搭建了一个智慧社区平台，通

过手机 APP，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用手

机解决生活中许多大小事情。社区经

过整体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智能垃圾

分类箱有序排放，居民刷脸进出小区。

小区的党建工作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

展，现设有 15 个党支部，党员 300 多人。

从贴心服务，到智慧小区；从关心

群众冷暖，到党建引领治理。林丹 50
年坚持不懈、坚守爱民、坚定为民，在社

区这个岗位上，做出了一番不平凡的

事业。

林丹如今已经 73 岁了。我问她：

有没有想过退下来休息？林丹仍是笑

着说：想过是想过，但居民总是选我。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永远做居民的

服务员！

采访结束，我再次与林丹握手。我

知道林丹的这双手很不简单。这双手，

与万千普通的群众握过；这双手，托着

叮嘱和重托；这双手，带给了许多人温

暖和幸福。

上图为福州城市风光。

影像中国

小巷里的“服务员”
陈毅达

致敬功勋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