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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老鹳庙社区
二楼党总支书记的办公室里，笔记本堆
成一摞摞，却再也等不来主人的翻阅和
记录。笔记本的主人——老鹳庙社区党
总支书记、74 岁的刘伦堂，今年 6 月 25
日因积劳成疾不幸离世。

刘伦堂当了 25 年村支书，将一个
贫穷的城中村发展成远近闻名的“亿
元村”，村内聚集了 32 家企业，去年
产值达 2.3 亿元。然而，他的遗物除了
一麻布袋荣誉证书和工作笔记，就仅
有一张存有 3000 元的水电缴费卡⋯⋯

带领社区奔小康

老鹳庙村域面积只有 2.06 平方公
里，2010 年“村改居”。1989 年以前，
这是一个有名的穷村，人均耕地不到
3 分。改革开放春风吹到老鹳庙时，刘
伦堂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创办
了第一个村属企业——老鹳庙水泥厂。
因经营有道，刘伦堂从村里调任乡重点
企业总经理。

1989 年，他曾创办的水泥厂因经
营 不 善 关 门 停 产 ， 村 里 人 均 负 债 达
1500 多元。这时，干部群众想到了刘
伦堂。他们联名给乡政府写信，希望刘
伦堂重返村里，带着大家闯难关。

从红红火火的乡办企业，回到负债
累累的贫困村当书记，刘伦堂也有过思
想斗争。“组织上需要我，村民需要
我，我只能回去。”刘伦堂临危受命，
想尽办法，向亲友借款、发动工人集
资，终于凑了 3.5 万元，让水泥厂重新
点火开工。

经过一年努力，水泥厂实现产值
128.8 万元，上缴利税 15 万元。随后，
他又在村里办起建材厂、碎石厂、三磷
灰厂等企业。1991 年底村里不仅还清
了债务，还有结余。

近年来，黄石市要求全面关停“五
小”企业，老鹳庙村的多家企业也名列
其中。刘伦堂 提 出 ， 发 展 要 讲 科 学 ，
光拼资源、污染环境的蠢事不能再做
了 。 他 先 后 引 进 众 联 物 流 、 万 邦 机
电、华隆冷链等生态友好型企业，并
规划发展大型物流园、商业中心和高
新科技园区。

时间的脚步，走过了 13 个寒暑。
去年年末，老鹳庙社区实现总产值 2.3
亿元，集体收入连续 10 年逾百万元，
人均纯收入超过 8000 元，下陆区考核
为全区 27个社区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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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鹳庙村东头，企业和垃圾场污
水从这里流过，居民的日常饮水受到污
染。“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作
为一名村支书，我严重失职。”在 1999
年 8 月 16 日的笔记本上，记着刘伦堂这
样一句话。

刘伦堂没有食言，改水计划立即实
施。经过初步计算，全社区安装自来
水总投资 78 万元。刘伦堂多处奔走，
争取上级改水资金 21 万元，集体投资
30 万元，群众投资 20 万元，终于把自
来水接到了每家每户，解决了吃干净水
难的问题。

“没有刘书记为我担保，我的合作
社可能早就完了。”47 岁的村民江文胜
告诉记者，2000 年时，他将 30 多亩荒
山坡承包下来，种银杏、桂花、枣子。

“树苗前期投入大，没什么产出，我一
度困难得揭不开锅。”刘伦堂听说他承

包的事，主动登门，询问有什么需要帮
忙的。“就在他去世前几天，他还到我
家来看我，让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别放
弃。”江文胜哽咽着说。

对全村各家各户情况了如指掌的
刘伦堂，却 对 自 己 的 病 情 并 不 了 解 。
今年 4 月，刘伦堂开始有头晕目眩的
症状，大家都劝他去医院治疗，他却

忙于工作一拖再拖。6 月 23 日，他最
后一次去社区办公室，社区文书方杨奏
看到他“很瘦很瘦，脸色苍白，说话有
气无力”。

两天后的 6月 25日，刘伦堂离世。

不能让老百姓戳脊梁骨

从生病入院到病重去世，刘伦堂始
终没有等来哥哥刘伦华的看望。2005
年，从事建筑多年的刘伦华，三番五次
找到弟弟刘伦堂，请求在社区安排一些
建设工程。刘伦堂不答应：“别再找
我，我是共产党的社区书记，社区的活
一点也不会给你。”刘伦华气得近 10 年
不与刘伦堂来往。但当刘伦堂去世后，
刘伦华来了，大哭着长跪不起。

“父亲总是这样，当了 25 年社区带
头人，从不肯为家人牟私利。一些亲
戚朋友都认为他不讲情义。”刘文兵
说。刘文兵生了个女儿，想再要个儿
子，刘伦堂认为有违计划生育政策，
不许他生。

临终前，刘伦堂把两个儿子叫到
床前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遗产，
你们不要怪我，无论什么时候，我的
手伸出来都是清白的。做人要堂堂正
正，宁可吃点亏，也不能让老百姓戳
脊梁骨。”

一 心 为 民 清 廉 如 水
——追记湖北省黄石市老鹳庙原社区书记刘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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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伦堂（右一）在看望困难群众。 （资料图片）

作为“亿元村”里的“穷支书”，

刘伦堂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对

党的无限忠诚和对群众的无比热爱，

堪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好榜样。

刘伦堂的事迹平凡之中见伟大。

他知民之所思，察民之所虑，帮民之

所需，把事关群众利益的每一件“小

事”作为“大事”来抓，实心做好群

众排忧解难的贴心人；他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严于律己，公道清白，拒

腐蚀、永不沾，一心为广大村民谋利

益。在刘伦堂身上，映射出一个党员

干部心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为民情

怀，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务实精

神，公而忘私、廉洁奉公的清廉本色。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刘伦堂

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为许多党员

干部剖析党性修养、查摆作风提供了

一面“镜子”。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刘伦

堂为榜样，照一照自身思想上、行为

上和作风上的不足与差距，牢固树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清正廉

洁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要以求真务

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的具体行

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务

实清廉的表率。

“红警车，119，群众有事不用求；
消防兵，像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
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这首市民自编
的童谣在大街小巷中广为传唱。

这支被当地百姓称为“雷锋兵”的
队伍，就是担负防火、灭火和应急救援
任务的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

舍生忘死 抢险救援

2011 年 1 月 12 日上午，一名工人
掉进了 10 米多深的水泥槽罐，大半截
身体被水泥死死埋住。

槽罐里空间狭小，粉尘弥漫，罐体
内壁还粘满水泥，一点抖动都可能引发
水泥再次坍塌，将里面的人埋得更深。
怎么办？破拆，切割产生的火花会给被
困者带来二次伤害；放空，流动的水泥
又势必将他挤压得更紧。被困者的呼吸
越来越弱。惟一的办法，只有冲到罐里
去，徒手救人。

“让我上！”高付京没有丝毫犹豫第
一个请战，爬进了危机四伏的水泥槽

罐。槽罐里，每往下靠近一点，危险就
增加一分，高付京却浑然不顾，朝着被
困工人，一点点慢慢靠近。看着奄奄一
息的被困者，高付京把保命的空气呼吸
器和安全帽，稳稳地戴在了工人头上，
自己却只戴了个简易的面罩。

“我无法忘记高付京浑身裹满水泥
的样子⋯⋯”这是望城区公安消防大
队战士张定轩写的一篇“雷锋日记”，
厚厚的日记本，黑色封皮上印着雷锋
的烫金头像，这样的“雷锋日记”在
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人手一本，翻起
来放在一起就是一部大队的“爱岗敬
业简史”。“当兵 9 年，我续写了 9 年
的‘雷锋日记’。是什么让高付京如此
奋不顾身？是使命，是责任，是我们
望城消防官兵永远不变的誓言！”张定
轩说。

据统计，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组建
36 年来，经受了 6700 余起火灾和抢险
救援的考验，经历了成百上千个生死瞬
间，营救被困群众 850 人，抢救保护财
产价值 10亿多元。

长期帮扶 鱼水情深

“如果不来望城，我可能一辈子也不
会有这个‘妹妹’。”张定轩告诉记者，他
的“妹妹”是自己资助的聋哑女孩胡婷。

“胡婷是我入伍后第一个长期资助的学
生，记得有一次在出警回队的车上，我接
到了她班主任打来的电话，说一向乐观的
胡婷最近上课经常走神。原来，因为家里
生活拮据，她不得不停止学习画画，这
让她很沮丧。”张定轩二话不说，从口
袋里掏出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工资带
着胡婷去补缴了学画画的费用。

“36 年来，干部战士换了一茬又一
茬，但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资助学生读
书的传统却没有变。战士们都形象地称
之为‘助学接力赛’。”望城区公安消防
大队政治教导员吴宏武介绍，建队以
来，大队开展拥政爱民、扶贫帮困、捐
资助学等活动 1.1 万余次，官兵资助贫
困学子 44 人，长期帮扶驻地困难家庭
22户，捐款捐物价值近百万元。

创新载体 服务驻地

8 月 3 日 18 点 45 分，当望城区公安
消防大队的官兵们到达勤诚达项目建筑
工地时，穿着工装的农民工兄弟们早已
翘首以待。19 点，“消防夜校”准时开
讲。消防战士们结合自身经历,为工人
们讲授了建筑工地火灾预防和 ABC 干
粉灭火器使用知识。

“消防夜校宣讲课”只是望城区公
安消防大队创新学雷锋方法载体、服务
驻地的一个缩影。多年来，他们编制了
全 国 首 部 盲 文 版 《消 防 安 全 知 识 手
册》，成立全国首个消防特殊教育基
地，编排全国首套安全知识手语操；依
托全区 40 多家农村书屋，建设消防志
愿者服务站、配发消防宣传资料和灭火
器材，把消防知识送进乡村各户；与地
方合办“周末育才学校”，培养实用型
人才⋯⋯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用行动诠
释着“雷锋家乡消防兵，学了雷锋出雷
锋”的真谛。

雷 锋 家 乡 的“ 雷 锋 兵 ”
——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谢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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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长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官兵在雷锋像前集合。新华社记者 白 禹摄

“援藏这一年，时时刻
刻‘在刀尖上行走’，急重
病患特别多。”来自天津的
援藏医生、西藏自治区昌都
地区丁青县人民医院副主任
医师苗振立这样向记者描述
自己的援藏生活。

“在刀尖上行走”的苗
振立没有辱没使命：他用温
暖的鲜血谱写了藏汉情谊
的感人乐章，他用手上的
缝合线编织了民族团结的美
好画卷，被当地群众亲切地
称 为 高 原 上 的 “ 好 门 巴 ”

（好医生）。
苗 振 立 关 键 时 刻 冲 在

前、顶得上，用精湛的技术
守护病人的生命与健康。受
传统习俗影响，不少藏族妇
女医疗保健意识薄弱，加上
医疗技术落后，孕期常合并
心脏病、肝炎、糖尿病、妊
娠期高血压等，分娩成了横
亘在她们面前的一道“鬼门
关 ”。 去 年 11 月 18 日 晚 ，
一名生命垂危、急需抢救的
孕妇被送到丁青县人民医
院。苗振立接到电话后立即
赶到，患者情况危急，须立
即手术。但这家医院既没有
血库和稳定的血源，也缺乏
子宫切除经验，做这个手术
需冒极大风险。而如果按照
惯例将病人转到昌都地区人
民医院，最快也要八九个小
时，病人很可能坚持不了这
么长时间。

正当大家举棋不定时，
苗振立果断地说，“立刻手术，我来做。”经过简易手术
台上 4 个小时的抢救，病人终于得救了。苗振立术后坦
言当时的条件下自己并无绝对把握，“但又不能眼睁睁
放着病人不管，救人是医生的使命。”

今年 4 月 10 日晚 6 时，35 岁的藏族妇女扎西央吉
因产后大出血被送到丁青县人民医院，处于休克状态的
扎西央吉面色苍白，脉搏、呼吸微弱，需要立即输血
1300ml。可医院没有血库，怎么办？

“来，抽我的，我也是 B 型血。”身处海拔近 4000
米的高原、已经连续抢救病人 4 小时的共产党员苗振立
果断地撸起了衣袖，“抽满！”常规容量 200ml 的血袋
被满满地输入了 250ml。几个小时后，扎西央吉苏醒过
来，血压逐步恢复，各项生命体征都有好转。一直在急
诊室守着的苗振立这才放下心来。

去年 8 月份，苗振立自愿来到雪域高原。为了战胜
高原反应，他拒绝乘坐医院安排的班车，坚持走路上下
班。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的体力已基本能够胜任手
术需要。

高原上出诊多，因天气寒冷，苗振立患上了风湿性
关节炎，有时疼得连楼都上不去，他就用绷带绑紧关节
减轻痛苦；他的手机 24 小时开机，号码向患者和医生
公开，碰到危重病人，随叫随到。

西藏地广人稀，藏族同胞看病不便。苗振立就利用
下乡义诊的机会，向藏区群众宣传医疗健康知识，尤其
向妇女宣传科学分娩知识，通过实际病例广泛传播现代
医学知识和健康理念。

苗振立获得“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先进个人”殊荣后
表示，“我还要努力做得更好。”

高原上的

﹃
好门巴

﹄

—
—记西藏丁青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苗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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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官兵立足岗位学雷锋，脚踏实

地履职责，满腔热情为群众，铸就

了响当当的“雷锋家乡消防兵”品

牌，成为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的表

率。他们的先进事迹鼓舞人、激励

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时代楷模。

建队 36 年来，一代又一代“雷

锋家乡消防兵”把雷锋精神当做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教育官兵、服

务群众、影响他人。消防大队注重

把雷锋精神与岗位职责、社会责任

紧密结合起来，打造雷锋精神“训

练营”和“大课堂”，让官兵们学得

会、用得上、带得走，通过一个个

具 体 的 行 动 传 承 和 弘 扬 雷 锋 精 神 。

不 少 退 役 、 转 业 的 官 兵 亦 自 觉 践

行，走到哪里，就用雷锋精神照亮

哪里⋯⋯

让雷锋精神永驻，是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需要。我们期待

更多的典型涌现出来，以先进带动普

遍，让人人都做雷锋精神的一粒种

子，使雷锋精神处处生根发芽，为弘

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更

强大的动力。

做雷锋精神的一粒种子
栾笑语

践行群众路线的好榜样
赵登华

践行群众路线的好榜样
赵登华

（上接第一版）

陈跃平参与的城乡环境卫生清洁工程，也是兰考县
为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集中办理的 4 批
21 件惠民利民实事之一。记者从兰考县整改活动台账
上看到，前 3 批开展的信访积案化解、农村机井“井
井通电”工程、10 万农村人口安全饮水工程等 13 件
惠民利民实事，都已取得明显成效。第四批确定的乡
与乡之间农田水利阻水治理工程、新型农村社区房产
证办理等 8 件实事，也已全面启动。

为解决“四风”突出问题中专项治理“没转到位”
的问题，兰考县开展了“干部走读”专项整治。针对部
分乡镇人员不是当地人，上班时间存在人员空岗现象
以及群众反映上班时间之外找乡镇干部办事难、应对
突发事件找不到人、少数干部不坚守工作岗位等“走
读”问题，兰考县对 46 人进行了效能问责，县、乡班
子成员普遍坚持“五天四夜”工作制，各乡镇也开展
了“四夜”（夜学、夜谈、夜访、夜议） 活动，帮助干
部克服“为官不为”的消极思想行为，形成干事创
业、奋发有为的氛围。县委副书记毛卫丰说，过去干
部一看没事就回家了，现在大家都坚守在岗位上，互
相比着干，有问题随时发现随时处理，工作效率提高
了，群众意见减少了。

“为群众办好事、让群众好办事”，兰考县集中开展
了审批难审批慢专项整治行动，对全县的行政审批事项
进行了专项清理，厘清了全县 44 个职能部门行政审批
和行政服务事项 376 个，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39 个
单位 305 个审批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服务大厅，取消 18
个审批服务事项，审批时限平均压缩 4个工作日。

针对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上“没干到位”的问题，
兰考县坚持“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
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放下“等靠
要”、“不担当”两个思想包袱，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
加快改革发展上，聚焦聚神聚力，集中力量抓好事关
长远的大事要事。

“三年脱贫攻坚计划”被放在了 10 件大事要事之
首。兰考县制定出台了扶贫开发攻坚计划，县财政每
年拿出 5000 万元用于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培
育，将上级涉农项目资金向贫困村倾斜，以确保 3 年
实现 9.76 万人口稳定脱贫的目标。为加快建立精准到
户的扶贫机制，目前全县已基本完成了对 93 个贫困
村、9.76 万人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预计 8 月底完成
建档立卡信息填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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