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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 8 月 10 日电（记者蔡琳
琳、赵婉姝）73 年前，24 岁的张富清，是西
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的一名突击
手；1955 年转业后，张富清为建设湖北来
凤，足迹踏遍那里的山山水水；现在，97 岁
的张富清，荣誉加身，本色依旧。
　　这位战斗英雄曾经为了建立新中国浴
血奋战、九死一生，转业后深藏功名数十
年，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
　　习近平主席称赞，老英雄张富清 60
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
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
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
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部队官兵
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

（一）
　　 1948 年 11 月，永丰城战斗打响。班
长张富清带领突击组夜间登上城墙，同敌
人作战。
　　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城墙，冲进敌群展
开激战。
　　这场战斗，张富清接连炸掉 2 个碉
堡，打退敌人数次反扑，他的一块头皮也被
子弹掀起。
　　他说：“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越是
艰险，越要向前。”
　　高山丘陵交替连绵，河流沟溪纵横交
织。1955 年，张富清与新婚妻子孙玉兰从

武昌到巴东，再到来凤，一路上见到不少群
众生活贫困。从此，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信
念根植于内心。
　　 1977 年，张富清在山洞里安营扎寨，
带头打炮眼、挑石头、修路基，历经 4 个多
月在海拔 1000 多米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
一条公路。
　　 1981 年，57 岁的张富清到成立不久
的中国建设银行来凤支行担任副行长，从
未接触过金融业务的他带领支行 5 个人，
在一间土瓦房内学打算盘、学金融业务、学
财政业务，任职期间所有经手的拨改贷款

项全额回收。
　　 2019 年，来凤县整体脱贫。得知消
息，张富清感到非常欣慰。

（二）
　　张富清一生清贫，退休后一直和老
伴儿以及生病的大女儿住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建行宿舍里。屋子里陈设简单，每
件物品都摆得整齐。
　　多年来，张富清坚持着严格的作息
规律，和在部队时一样。
　　一样延续下来的，还有不怕苦、能吃

苦的精神。外孙李弘泽说：“外公永远都
是笑眯眯的，从来没听过他抱怨、叫疼叫
苦。”
　　 2012 年，88 岁的张富清因病左腿
截肢。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术后一周他
就忍痛下床锻炼。他给自己做了一个简
易推车，其实就是在助步器上安装了木
板，将左腿架在木板上。凭着顽强的毅
力，他用一条腿顽强地站了起来。
　　虽已过鲐背之年，张富清对国家、军
队的大事依然非常关注。神舟十二号发
射时，老人全神贯注盯着电视机，看了
好久。
　　由于年轻时被炮火震得听力受损，
加上年岁渐长，张富清听声音非常吃力。

“我们提前把三位航天员的信息给他准
备好了，要不他听不清，看字幕跟不上，
只能提前‘做功课’。”张富清的二女婿李
昌孟笑说，“像极了学生预习功课，特别
认真。”

（三）
　　 1948 年 8 月，在炮火硝烟中，他举
起右拳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铿锵
的誓言，张富清用一生坚守。
　　在战场上永远冲锋向前，建设祖国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张富清以实际行动
坚守入党初心——— 为党和人民奋斗
终生！
　　张富清常说：“和我死去的战友比，
我还活着，有机会；和困难的群众比，我
有工作，过着幸福的生活。我还有什么理
由不奉献自己的一切呢？”
　　无论是妻子孙玉兰的工作问题，还
是儿女生病住院、上学工作，张富清从来
都只说：“自己凭本事吃饭。”家里人知道
老人一生坚持原则，所以也就从来不和
他提要求。
　　张富清一生始终坚守党的纪律，不
给组织添麻烦。“他是一名纯洁的共产党
员，也是一名纯粹的军人。”中共来凤县
委巡察办主任邱克全说。
　　“老英雄战功赫赫，转业后却选择最
偏远的山区、做最艰苦的工作、过最平凡
的生活。”来凤县人武部政委刘洋说，“我
将始终向老英雄看齐，拿好接力棒，继续
为建设来凤作贡献。”
　　他在战争年代时刻冲锋在前，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敢挑重担，他怀抱着一腔
热血与坚定信念，以青春、以奋斗，书写
一名共产党员、一名老兵的人生底色。

张富清：老兵风骨 英雄本色 　　新华社上海 8 月 10 日电（记者王
默玲）“不好意思，又来了个电话。”每次
见到盛弘，“忙”是她的常态，手机电话、
微信的震动声总不时响起。
　　作为一个有 1.6 万名境外人士、居民
总数超过 3.3 万人的大型国际社区的“大
管家”，盛弘说，她每天的第一句“早安”和
最后一句“晚安”，都是微信里的居民们发
给她的，“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真好”。
　　盛弘担任党总支第一书记的上海
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荣华居民区，居住着
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让这
个“小小联合国”的人们能凝聚起力量
和人心，谈何容易。盛弘也坦言，没有捷
径与巧劲，想要“被人放在心上”首先就
是“把别人放在心上”。

从“Wendy”到“书记”的转变

　　作为国际社区的第一书记，盛弘的
名片上中文名字下面就印着她曾经的英
文名“Wendy”。十多年前，“Wendy”还
是外企的总裁助理。如今，盛弘已在基层
居民区扎根近 10 年，高跟鞋虽已不常
穿起，但一口流利的中英文“无缝衔接”
成了她的日常。
　　从“Wendy”到“书记”，这场转变并
不简单。
　　盛弘说，“门难进、话难说、事难办”
是她刚刚来到荣华居民区面临的最大难
题。她想，既然“进不去”，那就“请出来”。
于是，居民区组建了“古北市民议事厅”，
将社区里热爱公益事业、有责任心、有担
当的中外居民代表聚到一起，对社区里
大大小小的事情进行讨论。
　　日本家庭主妇分享垃圾分类的经
验、来自菲律宾的议事员对共享单车的
停放提出建议、上海高校退休的教师夫
妇对老年助餐点的菜品提出改进意
见……小小的议事厅里仿佛在开迷你

“联合国会议”，盛弘坐在当中，不停切换
语言模式，把居民们提出的点子一一记
到本子上。
　　逐渐地，“Wendy ”真的就变成了

“书记”。“有近一半居民来自境外，以前
他们总习惯称呼我为‘Wendy’。但是现在好像没什么人叫我

‘Wendy’了，哪怕中文说得不好，他们也知道我是‘书记’。通过
我们社区治理的这个小窗口，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士开始认识中
国共产党，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盛弘说。

大到国法、小到标牌的认真

　　住在荣华居民区的居民常说，社区里有一趟“立法直通车”，
因为居民区内的古北市民中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2015
年在全国设立的四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在这里，有整整一面
墙的文件记录了立法联系点为国家立法“挑刺”的经历：“民法典
草案规定禁止结婚的情形应在限制范围上再做考量”“建议加大
对野生动物保护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建议强化未成年人的法
治教育”……
　　截至目前，这个全国人大立法联系点共听取了 55 部法律
草案意见，上报建议 1001 条，其中 92 条已经被采纳。“立法变
得更接地气了，我们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更强了。”这是“立
法直通车”的参与群众心中最强烈的感触。
　　“这辆‘直通车’，也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内涵贯穿于居
民区的基层治理当中，不仅是为国法提建议，哪怕是身边小小的
标牌，居民们也都深度参与。”盛弘说。
　　前不久，不少居民提出要在社区里设立一些文明养狗的标
牌，但这个标牌到底应该是方的还是圆的？标牌中卡通小狗的嘴
巴应该是张着还是闭着？标牌应该放在哪些地方？……针对这些
问题，盛弘和同事们在业主群、街坊群里征集了居民们的广泛意
见，最后还找到外籍居民帮忙把关标牌中其他语种翻译的准
确性。
　　“牌子竖起来之后，居民们的成就感特别强，因为他们深度
参与其中。”盛弘说，“基层无小事，我们不怕事情做得慢一点，希
望通过这个人人参与的过程，让居民们对基层治理的认同感慢
慢累积起来，渐渐凝聚起共识。”

无论年龄与国籍的融合

　　“越是不同，就越有融合的意义。”盛弘在荣华居民区开展工
作，一大法宝就是“融合”。
　　荣华居民区“国际范儿”的另一面是老龄化，这些年来，居民
区持续深化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用 15 分钟养老服务网络，兜
住老年群体最密集的日常需求，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
捷、专业、多样的养老服务。
　　“今年街道的老年助餐点又变多了，不仅能在大食堂吃，还
能要求送到家里，不仅有多个口味的套餐可以选，若是牙口不
好，饭还能软一点。”71 岁的黄丽芬说，“社区里的工作人员都很
年轻，但总记得带着我们这些老家伙一起玩，真的感觉自己是在
被社会尊重。”
　　市民中心的昆曲教室是外籍居民最喜欢去的地方，“很多外
国人学习昆曲之后跟我说，原来中国也有一位和莎士比亚齐名
的戏剧家——— 汤显祖，中国的戏曲文化实在是太迷人了。”盛弘
说，像这样的文化融合活动在社区里还有很多，不同国家与地区
的人们通过这些活动聚在一起，不断融入国际社区大家庭。
　　当初，刚刚踏足国际社区时处处碰壁的盛弘，肯定想不到，
有一天会有很多外籍志愿者成为她的好帮手，配合她攻克国际
社区的防疫难题，街区的商铺成立共治委员会“抱团取暖”走过
经营“寒冬”，居民区外籍人士新冠肺炎疫苗的注射进度以“37
天一万针”的速度推进……“小小联合国”的“大管家”，如今走进
了居民的“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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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两 优 一 先 ”风 采 录

　　新华社银川 8 月 9 日电（记者张亮）
移民的管理和融入，是各类移民安置区面
临的共性难题。作为我国最大的生态移民
扶贫集中安置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红寺堡区 23 年来安置了 23 万西海固移
民。多年来，红寺堡区以规范村民代表会议
制度为抓手，让基层民主成为移民融入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润滑剂”。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解决宁夏西海
固地区“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
国家支持宁夏在中部干旱带建设扶贫扬黄
灌溉工程。红寺堡区这个亘古荒原引入黄
河水后，成为 23 万西海固移民的新家园。

　　“我老家西吉什字乡的”“我从海原郑
旗乡搬来的”，在红寺堡区柳泉乡永新村，
几位在村口“扯磨”的老汉向记者说起自己
的老家，竟然各不相同。“全村 3800 多口
人，来自西海固 20 多个乡镇。”永新村村
支书李文彬说。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搬迁之初，
红寺堡区移民群众之间相互不了解，村级
组织建设相对滞后，贫困发生率高，乡村治
理一度面临巨大挑战。近年来，红寺堡区以
规范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为抓手，逐步探索
出一条“还权于民、民主决策、取信于民、化
解矛盾”的基层民主新路子。
　　做实村民代表会议制度，选好村民代
表是基础。红寺堡区以村组巷道布局、村民
姓氏家族等因素进行“划片切块”，每 5 户

至 15 户推选一名村民代表。通过户推
代表、签字确认、建立档案、公开公示等
程序，解决“谁代表我”“我代表谁”的
问题。
　　红寺堡区新庄集乡白墩村村民贾满
智 2018 年不幸患上脑瘤，仅手术费就
花了 20 多万元。村民代表李志辉得知
情况后，主动将贾满智家的遭遇上报村
委会。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后，不但
将贾满智纳入建档立卡户，还给他妻子
安排了公益性岗位。
　　在基层实践中，由于操作不规范或
重视程度不够，民主程序很容易执行走
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红寺堡区推行

“五步工作法”，村民代表会议的召开、记
录、决议内容以及合法性审查和上级监

督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马生梅老伴儿去世了，一个人生活
比较困难，她提出申请 2000 元临时救
助，大家什么意见？”“同意”“同意”……
在红寺堡区玉池村，记者随机翻开一本

《村民代表会议“五联记录本”》，看到里
面清晰地记录着临时救助户确定、村集
体收入分配、移风易俗示范户评选等村
务的方方面面。记录本既反映了会议结
果，也记录着每位村民代表的发言意见。
　　村级“民主议事厅”的规范运行，有
效解决了干群关系紧张的移民区后遗
症。“老百姓对基层干部信任感增强了，
对村级事务关心了。移民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也越来越高，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红寺堡区民政局相关负责同志说。

一个超大型移民安置区的基层民主“心得”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民 主

我们在战位报告

　　新华社西宁电（记者张子琪）“今天社
区播放电影，我过来看看。”日前，70 岁的
谈宝虎老人在北商业巷社区活动中心对记
者说。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街道北商
业巷社区总人口 7000 多人，其中老年人
口 2000 多名。“以前社区办公地点面积
小，若不办事，大家不会到社区来。”谈宝
虎说。
　　“现在社区搬入新址，各类功能室俱
全，群众随时可以来享受社区服务。”说起
这几年的变化，北商业巷社区党委书记严

红新感受颇深。“回归服务本位，社区‘轻装
上阵’，我们有了更多精力去谋划形式多样
的活动。”严红新说。
　　社区是社会基本单元。过去，北商业巷
社区和大多数城市社区一样，承担了大量
行政事务。人手有限的社区只能“小马拉大
车”，服务能力明显不足。
　　 2018 年，青海省出台一系列文件，取
消 177 项群众办事创业证明；2020 年，西
宁市民政局明确 6 大类 16 项具体措施，
依法确定社区工作事项、清理整合社区挂
牌、整合报表台账、压缩会议和工作群、严
格社区印章管理使用等内容，为社区“减负
增效”。
　　“减负”后的北商业巷社区，结合实际，

着力打造智慧化暖心社区，成立“1+6”
小棉袄志愿队，为辖区孤寡老人上门办
业务、聊天送温暖；与联点单位共驻共
建，围绕群众需求开展多类培训活动；建
立“政务 e 家服务站”，高龄补贴审核等
10 余项业务，群众无须排队，即可线上
办理……
　　“社区减负不是单纯‘瘦身’而是‘健
身’，减的是超出职责的行政负担，加的
是服务居民的主业重担。”严红新说，“现
在我们可以从‘开不完的证明、填不完的
报表’中抽身出来，走进辖区楼院为老百
姓解决实际困难，唤醒社区治理的内在
动力。”
　　为支持社区党组织“有钱办实事”，

西宁市按照每年每个社区 20 万元标准
落实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社区自治能力
显著提升。
　　“以前我们办花灯都要外部资助，更
别说为辖区居民改善居住环境了。”城东
区育才路社区党委书记高婷说，去年社
区利用专项经费，在几个老旧小区建立
党建活动中心、爱老幸福食堂，平整道
路、维修健身器械，解决了困扰群众多年
的“难心事”。
　　“基层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窗
口。社区‘减负’让我们更好地服务群
众，解决基层工作难点，调动起社区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大家工作更起劲了。”
高婷说。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青海西宁：收起“万能章”，轻装下基层

  张富清穿着老式军装敬军礼（201 9 年 3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习近平主席称赞，老

英雄张富清 60 多年深藏

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

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

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

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

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

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

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

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