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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日前，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获得者、上榜“中国好人”的宁夏
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河乡龙源村村民
李耀梅，赶着100多只羊“喜迁新
居”。

李耀梅老家在吴忠市同心县预
旺镇青羊泉村，由于老家地处大山
腹地，交通不便，在老家时，她住
箍窑、喝窖水，日子过得艰难。
2013年，李耀梅胃部肿瘤复发住
进医院，为了治病借款 9 万元。
2014年，她带着女儿从老家搬迁
至龙源村，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5年，她在送女儿上学返
回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一次又
一次的磨难，让她欠下了30万元
外债。

“芨芨草，风吹不倒，沙埋不
了。”面对命运的苦难，只有小学
文化的李耀梅没有倒下，反而经过
不懈努力，用芨芨草扎扫帚摆脱了
贫困。“那段时间，白天收芨芨
草，晚上把芨芨草做成扫帚，白天
晚上连着干活，对时间一点概念都
没有。”

“攒劲”在宁夏方言中意为利
索和能干。李耀梅就被不少村民称
为“攒劲妈妈”。由于扫帚的质量
好价格低廉，她不仅把扫帚卖给宁
夏当地人，还把生意做到了甘肃、
山东等地。3年时间里，她共扎制
扫帚2.5万余把，还清了因病和车
祸欠下的30万元欠款，还供女儿上
了大学。2019年，李耀梅被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全国脱贫攻
坚奖奋进奖，并荣登“中国好人
榜”；2021年11月，她又荣获全国
第八届道德模范提名奖。

脱贫后，李耀梅在当地政府帮
助下，搬进了扶贫车间，不仅继续

干她扎扫帚的老本行，还加工筛草
机、扎扫帚机等简易农机具。摊子
撑起来后，吸引了10多个村民来
打工，最多时有26人。

疫情期间，产品运输、销售受
到一定影响。眼瞅着乡亲们的挣钱
渠道就要“断顿”，李耀梅实在不
忍心，于是，养羊就成了她“不把
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经营理
念。生意不好时，她带着工人外出
割扎扫帚的材料——芨芨草，又把
打下来的芨芨草草籽出售，补贴买

羊饲料，降低成本，度过经营难关。
今年春节前，李耀梅家的母羊进

入生产高峰期，羊圈里“添丁加口”
成为常态，但在自家院落里搭建的羊
圈也因此显得拥挤不堪。“瞌睡遇到了
枕头”，正在李耀梅为了这事发愁时，
驻村工作组给了她一个足以容纳200
只羊的示范养殖棚。这不，今冬红寺
堡第一场雪后的清晨，李耀梅就喜出
望外地赶着羊群“乔迁新居”了。

龙源村驻村工作组组长李玉德告
诉记者，为了引导村民发展规模养

殖，当地政府投资360万元新建了养
殖示范园。目前示范园共建了 6 个
棚，养了600多只羊。“在选农户的
时候，优先考虑了李耀梅。因为她脑
子活、肯吃苦，希望通过她示范带动
更多村民致富。”

“家里面羊圈也小，羊也委屈。
今天这个羊圈赶下来，我看着羊开
心，我也开心。”问及今后的打算，
李耀梅说：“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今
年我想再多养点羊，带动更多乡亲过
上好日子。”

“给力”的红寺堡“攒劲”的李耀梅
文/图 范文杰 郭长江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山社区共有
52栋居民楼、常住人口6000多人。社区划
分了8个网格，设有6个网格党总支、14个
网格党支部。由于社区居民楼院均为20世
纪 50—80 年代所建，常年没有物业管理，
加之流动人口多，导致基础配套设施维护
难、楼院环境差，因管道堵塞、爆裂等引
发的邻里矛盾时有发生。近年来，社区坚
持“党建引领、党员示范、居民自治、睦
邻互助、共同参与”的“大共治”理念，
积极推进楼院“微治理”、涵养“睦邻
情”，使辖区面貌发生了质的飞跃。

大连市沙河口区政协委员刘伟早在
2005年就进入社区工作，2015年担任沙河
口区马栏街道西山社区党委书记。他介绍
说，这些年，社区利用党建联建、资源联
享、活动联办、治理联抓的“四联模式”，
通过搭建多元主体互动平台，推动代表委员
社情民意恳谈会、社区“两委”商议会、区
域化党建共驻共建会、居民自治共治议事会
等基层治理平台联通互动，形成“1+5+X”
睦邻联通互动模式。比如，在老旧楼宇外墙
保温改造过程中，社区就广泛征求居民意
见，发动居民参与设计改造方案，调动居民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睦邻新格局。

秉承“大家的楼院大家建”的原则，西
山社区还设置了“睦邻亭”作为网格活动阵

地，并围绕“睦邻亭”在辖区8个网格分别
建立“睦邻点”，由各网格党支部书记牵
头，组织党员、楼长、居民志愿者开展“邻
里相伴”关爱空巢老人、“邻里相携”关爱
留守儿童、“邻里相帮”关爱困难群体、“邻
里相悦”关心群众文娱活动、“邻里相安”
创建平安社区等“5+服务”，不断延伸工作
触角，打通社区“微治理”的“神经末
梢”，促进居民睦邻共治能力不断提高。

在西山社区，由社区、社会组织、社会
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构成的

“五社联动”，是睦邻自治的有效引擎。社
区先后组建了“牟大姐爱心助老服务站”

“大手拉小手·周六小课堂”“绿化养护
队”“矛盾调解小分队”“治安防范义务巡
逻队”“智慧应急小分队”等党群睦邻服务
队，面向辖区开展志愿服务，形成点、
线、面深度融合的“枢纽式”党群睦邻体
系，持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

“‘微治理’要善小而为、善小常
为。”作为多年的社区工作者，刘伟最大的
体会就是可以将微改造、微自治、微服务打
造成社区治理的“良方”，而西山社区正是
通过楼院“微治理”不断激发居民的自治活
力，群策群力解决居民需求、化解矛盾纠
纷，让广大居民在公共空间感受到了“共建
共治共享”带来的和谐氛围。

（吕东浩 李善强）

大连沙河口：

楼院“微治理”涵养“睦邻情”

“我走访的一户家里困难，临时安置房
没有找到合适的。”

“我那一户对面积有歧义，要求重新核
算。”

……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山东昌邑市政协组

织政协委员、机关干部主动参与辛置片区改
造提升工作。

昌邑市辛置片区现有房屋建设年代长，
基础设施落后，住户改造意愿强烈，近年来
多次通过写信、热线等方式向市委、市政府
反映征迁诉求。

换届以来，市政协积极回应群众期盼，
围绕“加快实施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
等课题，开展了一系列调研视察活动并进行
座谈协商。

“旧村改造刻不容缓，改善群众居住条
件等不起，推动高质量发展慢不得。”“该片
区历史遗留问题较多，需要各部门共同参
与，形成合力。”座谈会上，委员们纷纷支
招，相关意见建议以呈阅件方式上报市委。
委员提交的《关于加快推进我市棚户区改造
工作的建议》《关于加快城中村改造的意见
建议》等提案也被有关职能部门采纳。

在市政协推动下，市委、市政府经综合
研判，2022年将辛置片区改造列入全市23
个城建“清零”项目。

“征迁是全市重点工作，全市政协委员
和机关干部要积极参与，在一线磨炼意志、
增长才干、练就本领，把政协履职嵌入全市

发展大局之中。”1月28日，市政协主席李
明杰在主席会议上发出“动员令”。10名机
关干部以“征迁新兵”身份加入10个拆迁
工作小组。各镇街区政协委员联络工作室，
发动20多名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委员下沉
拆迁一线，做好政策解读、化解矛盾、凝聚
共识等工作。

“有些群众有先签吃亏、后签利大的心
态。”“我包靠的群众是外来户，想要享受村
集 体 经 济 成 员 待 遇 ， 迟 迟 不 肯 签 协
议。”……每天晚上，征迁指挥部就成了

“委员之家”，委员和机关干部们聚在一起开
会，总结一天的工作情况。

政协征迁小组成员拿出“会协商”的看
家本领，站在每一名被征迁群众角度思考问
题，既用了政策法规等“大处方”，也开了
拉家常等“小偏方”。

“老哥哥，先拆不吃亏，先签约先选
房，早搬迁早安置。”“你放一百个心，我现
在就和你去重新测算，面积一点也少不
了！”“大娘，你家这大房子，能分好几套新
房呢，孩子结婚的房子不用愁了！”

围绕拆迁原因、拆迁政策、如何安置、
补偿标准等方面，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把

“协商议事会”“民情恳谈会”开在群众家
里，一遍遍推心置腹的沟通、一次次耐心细
致的解释，换来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你
们的工作很细致。”“我相信党委和政府，我
签！”经过8天努力，辛置片区354户全部
签订征迁补偿安置协议。 （李锐 褚东琳）

山东昌邑：

开年第一事 旧房改造忙

“梅旭翔2564元、苏
会 均 3888 元 、 杜 学 均
4811 元……”近日，四
川省眉山市丹棱县齐乐镇
龙鹄村村委会广场热闹非
凡——龙鹄村、梅湾村、
红石村、龙滩社区在这里
联合举办开年首场合作社
分红大会，村民们看着手
里的现金笑得合不拢嘴。

龙鹄村作为曾经的贫
困村，长期受到眉山市政
协和丹棱县政协的关注。
在省政协专题部署的“助
力巩固脱贫、助推乡村振兴”活动
中，两级政协委员发挥优势，积极为
该村发展助力。

龙鹄村、梅湾村、红石村、龙滩
社区是丹棱优质柑橘生产的核心区
域，有果园近 2 万亩，果农 4000 余
户，年产水果约6.5万吨。要想增收
致富，把柑橘产业附加值留在果农手
中，占据市场主动权，成立合作社抱
团发展是必由之路。通过“解剖”柑
橘产业发展状况，眉山市政协提出了
打破行政村间的地域限制，建立联合
社的建议。2020年，枝叶情水果专业
合作社应运而生。

眉山市政协派驻龙鹄村的第一书记
赖星忻表示，合作社按照“入户自愿、
退社自由”的原则，以每股5000元吸
纳社员。创新“5+3+2”收益分配方
式，即收益的50%返还社员，30%用于
联合社发展壮大，20%作为村集体经济
发展资金。合作社通过统一农资配送、

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市场销
售、统一溯源机制的“五个统一”模式，让
果农种出好果子、卖出好价钱。

合作社成立至今，入社果农从100余
户增长到 450 余户，管理柑橘面积 5000
余亩，2022年实现收入300余万元。今年
是合作社举行的第二次分红活动，加上
前期直接打入果农账户的农资补贴，此
次分红110余万元，受益果农365户。

“加入合作社就是好！”年过六旬的
龙鹄村4组村民杜学均说，有了合作社专
业农技人员的帮助，他的1000余棵果树
大变样，不但化肥用量比之前少了，而
且果子的质量也更好了，价钱都要比个
体农户每斤高1到3元。

据了解，合作社正在构建多元集体
增收机制，以争创“国家级示范合作
社”为目标，让果农的“钱袋子”越来
越鼓。眉山市政协今年还将为龙鹄村在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城乡共同富裕
等方面献计出力、提供帮扶。

这个合作社又分钱了！
本报记者 韩冬 通讯员 袁丽霞

兔年新春刚过，残冬未尽，浓
雾笼罩着贵州省纳雍县险峻的山
路。山路尽头，雾气散去，一栋栋
新建的楼房映入眼帘。

“到了，这里就是锅圈岩乡所
在。”近日，在民革中央统一部署
下，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
革上海市委会主委徐毅松带领上
海、重庆、湖北、辽宁四省市民革
党员一行，再次来到这个位于大山
深处的乡镇。

“锅圈岩乡的变化真是太大
了！”民革上海市委会对口帮扶
锅圈岩乡已有 5 个年头。5 年来，
锅圈岩乡的每一点变化，民革上
海 市 委 会 的 干 部 党 员 都 看 在
眼里。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这
么多楼房，街边也没有这么多门
店。”民革上海市委会企业家联谊会
副会长金洪宝一边走，一边向同行的
民革党员们介绍。金洪宝所说的楼
房，是锅圈岩乡为一些不适宜居住村
落的移民群众建设的安置房。从大山
深处的散居村落，到生活便利的聚居
集镇，这正是锅圈岩乡群众生活改善
的一个缩影。

改变，不仅仅在于楼房多了、
道路宽了、村庄净了，更令人欣喜
的是与未来相关的变化。

在民革上海市委会的教育帮扶
下，近年来，锅圈岩乡教育质量逐
年提升，2022 年更是在纳雍县获
得“中考平均分”等3个第一名。

如今，帮扶重点又转到了锅圈
岩乡文化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上。民革上海市委会主委会议多次
专题研究文化村乡村振兴工作，制
定了《民革上海市委会助力帮扶锅
圈岩乡文化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方案 （2022-2024 年）》；组织农
业科技、规划设计领域专家和企业
家，多次赴锅圈岩乡实地调研，商
讨落实帮扶项目。

今年，重庆、湖北、辽宁的民
革组织也将参与到帮扶工作中。在
与当地干部座谈时，民革湖北省委
会专职副主委秦明山说，在乡村振
兴过程中，应充分挖掘本地人力资
源，重视激发干部活力；十四届全
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会企业

家联谊会会长陈伟志表态：锅圈岩乡
可为自己的教育集团供应农产品，以
此助力农民增收。

“民革上海市委会将继续落实民革
中央总体部署，坚持民革中央确立的

‘因村制宜、精准施策’‘先易后难、
渐次推进’等原则，将帮扶重点进一
步聚焦于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在深
入调研、精准掌握当地需求的基础
上，优化、细化工作方案和项目。”徐
毅松说，民革上海市委会也期待与重
庆、湖北、辽宁的民革组织更紧密地
开展合作，为锅圈岩乡乡村振兴工作
提供更强助力。

所有人都相信，锅圈岩乡未来的
发展，将会有更充盈的民革力量参与
其中。

5年了，锅圈岩乡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吉朋晓 本报记者 顾意亮

经历漫长的寒冬，迎来春暖花
开。家里的“神兽”终于在这个学
期正常返校，我这个宝妈也有时间
静下来清理下冗杂的一切。

翻开手机相册，却发现很多我
根本没有印象的照片，仔细看还都
一张张修过图，滤镜和文字都配得
颇有意境。手指划过屏幕，笑意慢
慢爬上脸颊。“这个臭小子，拍得
还不错嘛！”

想起前两年儿子刚学会拍照，
走到哪儿都要跟我抢手机，咔嚓咔
嚓拍个没完。每天晚上我必做的一
件事情就是清理手机相册，因为那
些“光怪陆离”的镜头实在太占容
量了。后来，他发现自己拍的照片
总会无故失踪，还跟我嚷嚷了几
次，可我每天照样清理。渐渐地，
他就对手机不那么感兴趣了，偶尔
我们一起出去，他借去拍几张，我
也没太在意，反正最后也会删掉。
可现在看来，还好没有删掉，才让
我发现更多从未注意过的美。

一棵缩在墙角不知名的小花，
在风中倔强地昂起头。旁边有字：
没有名字，也要活出自己的春天。
我看着这张照片，突然想起那天儿
子和我说过的话：“考试没考好就

不配好好玩儿吗？你们大人眼里是
不是就只有成绩？”心头荡过一丝
内疚，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
事情的表面，根本没有耐心去聆听
一个孩子的内心。

一盘盘吃得七零八落的食物，
配上一双双筷子。配有文字：谁不
眷恋一茶一饭的光辉，吃是最好的
安慰。虽然一看就是网络上的句
子，可还是轻轻松松就打动了我。
昏黄的灯光，围坐的圆桌，还有一
个个狼吞虎咽的人，这就是一个家
最温馨的时刻。

一个环卫工人佝偻的背影，脚
下是延伸着的无尽街道。画面上写
着：清扫了城市的晦暗，带来更美
的黎明。什么时候家里这个调皮鬼
也懂得关爱别人了？我总是叨叨他
长不大，净给我添乱，却不知道他
的羽翼正一天天丰满……

看着那一张张充满生活气息的
照片，我心生一个念头，既然家有
这么有爱的“摄影师”，我要建一
面照片墙，把人间的每一秒都当成
宝藏，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或
许，拍照我们都是业余的，心情也
是多变的，但记录生活却是认真
的！

家有小小摄影师
周晓凡

在老家的院子里，母亲栽了杏
树、李子树和枣树，都已经长得比
碗口粗了。

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母亲一大
早就换上新衣服去了大舅家。她跟
大舅要了一株杏树苗，把它栽在院
子南面。母亲按时浇水，秋季里施
肥，还要修剪枝条，特别是杏树刚
开花时，如果气温突然降低，她就
在树下燃起一堆火以防霜冻。

在母亲的操心下，杏树没几年
就挂果了。我最爱吃杏子，每到杏
树结果时，我就给母亲打电话:

“妈，杏子熟了吗？”“熟了，你来
吧，路上小心。”第二天，我就开
车赶回了老家。推门进去，只见树
上结满了黄里带红的杏子。母亲找
来梯子，摘下一箱子让我拿回去。

老家附近有个农场，里面有不
少果树苗子。有时老板会把一些不
好的扔到山下，母亲过去捡了个李
子树苗，仍旧种在院子里，用心呵
护它长大。

女儿喜欢吃李子，母亲院子里
的李子树就成了她最大的期盼。等
母亲的电话一来，女儿就催我到奶
奶家去。母亲照旧端来一盘子，让
我们坐下慢慢品尝。母亲关心孙

女，说她长高了，要好好学功课。临
行前，多装了一袋子，让女儿送给她
的同学。

老家依山傍水，崖畔的石缝里长
着不少枣树，母亲就想挖一棵。枣树
栽到了院子西面，几年后因为要修花
园，父亲想挖掉枣树，母亲坚决不
同意。

秋天枣儿红了，我们照例如约而
至。我拿长竹竿一敲，枣儿如珍珠般
纷纷落下，女儿和妻子蹲在地上捡满
了一大筐。母亲一再叮嘱，妻子身体
瘦，要多用枣补一补。“枣儿我晒干
放好，你们只管来取就行了。”

有一次，姨娘来看望母亲，问
她:“姐姐，您为啥要费那么大力气
在院子里栽树？您瞧，风把树叶吹
下来，您天天扫地不累吗？”母亲
回答道:“不累，我栽了那些树，儿
子、儿媳、孙女就会常回来，他们
来了我就高兴。”多年来，我们只
知道享受树上的果实，却不知母亲
栽树还有这个想法。

想起以前有时过年也没回去，母
亲的生日有时也忘了，我的眼眶瞬间
湿润了。我在心里默默叨念：妈，您
放心，以后不管多忙，我都会常回家
看您。

母亲栽树的秘密
李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