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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复玲用真心真情服务群众，做好

社区“当家人”，为打造百姓安心舒心

的幸福家园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基层干

部队伍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也是广

大党员干部学习的好榜样。

俞复玲把群众当亲人待，将居民冷

暖记在心头，积极探索有效的工作方法，

用满腔热情和辛勤付出解决群众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在“管着家长里短、连着

千家百户”的岗位上无私奉献，赢得了党

员群众的尊敬和信赖。在她的带领下，

划船社区从一个基础设施差、特殊群体

多、管理难度大的老社区，变成为管理有

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和谐融洽的幸

福家园。

俞 复 玲 的 事 迹 ， 于 平 凡 中 见 伟

大，于细微处见精神。社区是城市的

基石，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

只 有 把 社 区 里 “ 芝 麻 绿 豆 ” 的 “ 琐

事”处理好了，居民家庭才能幸福安

定，社会矛盾才能化解在基层。广大

党 员 干 部 都 应 当 学 习 俞 复 玲 心 系 群

众、无私奉献、爱岗敬业、一心干事

的好品质，不断创新和推进城市基层

社会治理，用心、用情、用智慧为人

民群众排忧解难。

“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1 月 4 日，新年上班第一天，早晨刚
过 7 点，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划船社区
党委书记俞复玲就开始满社区转。

“阿兰姐，买菜去？”
“李师傅，记得下午来参加墙门小组

会议啊！”
“老刘，你们墙门被评为今年最美墙

门啦！”
一声声问候之后，俞复玲总不忘加

一句：“有事来找我！”
俞复玲就是这样一个人，怀揣一腔

热忱做工作，用自己的真心真情感动社
区居民，被称为“无私的小巷总理”。
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刘奇评价
她说，她视居民为家人，用心用情做社
区工作，使居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共产党
员 一 心 为 民 一 心 干 事 的 好 传 统 、 好
作风。

宁波市江东区划船社区是个老社
区，困难群体特别多。这些年，社区根据
老年人、失业、贫困、残疾等不同群体的
需求，分门别类为他们提供服务。

荷花二村有一位失业人员，俞复玲
多次联系用人单位为他提供就业岗位，
但他不是嫌收入低，就是嫌活儿累，都没
接受。她毫不在意，还是一次次上门，与
他分享自己当年 40 岁再就业的体会，终
于帮助他走上了工作岗位。

俞复玲说：“群众的事情，一刻也不
能拖。”为了帮助社区下岗人员再就业，
俞复玲带头成立了“为民活页社”——她
要让失业人员有个稳定的“家”！

为 了 这 个“ 家 ”，俞 复 玲 没 少 花 心
思。她根据失业人员的实际，进行分类
管理，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那段时间，她
的感冒一再加重，每天休息不足 5 个小
时，白天带着社工通过网络寻找、电话记
录、上街巡查，与辖区内企业联系，通过
各种形式积极收集和推荐岗位，晚上就
跑失业居民家中了解实际需求。大家都
担心她的身体受不了，她却哑着嗓子说
自己“跟牛一样结实”。

居民老王因精神疾病长年待业在
家，生活拮据，平时没少受社区帮助。去
年冬天，养得一手好花的他，特意送了社
区几盆水仙。看着这些含苞待放的花，
俞复玲又琢磨着：“我该怎么再帮老王一
把呢？”

说干就干。“心理话聊室”、“庇护性
岗位”，“助残服务梦工坊”的招牌一块块
亮了出来，俞复玲专门给老王设了个花
卉超市。开张第一天，看着花花草草被

抢购一空，老王感叹：“我也会赚钱了！”
军军因生活受挫得了自闭症。整整

24 年，他没有言语、不愿出门，甚至连生
活都无法自理。母亲不得不辞职照顾
他。俞复玲领着军军去了“梦工坊”，
又借助“心理话聊室”积极进行心理疏
导，每天工作再忙也不忘抽出时间去看
看他，陪他说说话——“军军，你做的手
工真棒！”“军军，你今天特别精神！”“军
军，我们做朋友好吗？”

有一天，俞复玲仍像之前一样对着
军军自言自语。突然，军军抬头对着她，
轻轻地喊了一声“阿姨”。

“那个瞬间，我仿佛觉得整个世界都
静止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回
过神来，就见他对着我甜甜地笑。”一说
起当时的情景，俞复玲显得有些激动。

“阿姨”，简单的发音，质朴的语言，却承
载着深情的爱意，打破了 24 年的沉默，
也打开了关闭 24 年的心房。俞复玲一
把搂过军军，久久不愿放开。

军军母亲逢人就提这事：“感谢俞书
记救了我们全家！”

如今的军军在梦工坊里唱起了歌：
“我爱你小小梦工坊！它是一朵美丽的
向阳花。学会生活，懂得感恩，有你有
他，就在身旁。”

俞复玲至今保存有 40 多本民情日
记，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居民群众的需
求和心声，旁边还细细标注着工作感悟
和设想。

“对居民有利的事情，跑
再多路我也不嫌累”

江东区委书记胡军说：“俞复玲天生
一股拼劲，只要她认定对居民有利的事，
绝不轻易放弃，隔三岔五跑街道、跑部
门，从不说苦说累。”

江浙沿海一带夏季多台风，地势低
洼的划船社区近两年连续受灾，一楼居
民家中全部进水，最高水位一度达到 1.4
米。在积水未退的情况下，电力部门出
于安全考虑拉闸限电，大片居民楼停电，
群众生活极其不便。

去年 4 月，眼看着主汛期将至，俞复
玲又坐不住了。这一次，她和业委会主
任李德华等几位居民代表一商量，主动
找区委区政府和相关部门，早日解决社
区低洼地改造问题。终于，在宁波供电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划船社区低洼地段
改造工程当年启动。

这样的事情，在划船社区还真不少，
每一件事情都让居民记住了给群众办实
事的俞书记。

划船社区设施老旧，水管说爆就爆，
居民不满意，物业很无奈，社区干着急。
俞复玲至今记得那次委屈的经历：办公
室突然冲进来四五个人，拍桌摔凳，二话
不说一顿臭骂。原来是因为楼道水管突
然爆裂，一楼车棚“水漫金山”。俞复玲
很受震动：解决老小区物业管理难，不能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从根上解决
问题。

为此，俞复玲跑物业、串楼道、进商
铺，连续召开 7 次协调会，嘴讲干了，腿
跑酸了，最后社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三
方达成一致，大家一起坐下来心平气和
地谈问题、说困难，通过物业、居民、商家
共同筹资 20 余万元，解决了社区水管漏
水问题。

有了三方联建的这个平台，困扰社
区多年的化粪池堵塞、小区停车难等“老
大难”问题也先后得到解决。近两年，划
船社区物业费收缴率均在 97%以上。

“党旗处处飘扬，百姓心
里才能亮堂”

漫步划船社区，人们看到绿树成荫，
花草点缀，俨然一幅美好的生活图景。

然而，在 11 年前，社区完全是另外
一番模样。

“天上纵横交错，地下污水横流，刮
风灰飞沙扬，下雨深浅难测”。在社区居
住了 20年的李师傅，对此记忆犹新。

如何改变这样的状况，给居民一片
幸福安宁的家园？俞复玲说，再困难的
事，只要党员以身作则干起来，群众就能

带起来。最终，需要 2 年才能完成的小
区改造工程，划船社区 8 个月就做成了，
而且没发生一起纠纷。

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每天需要
解决东家的难、处理西家的烦，只有每一
个社工都成为各自岗位上的行家里手，
才能让群众话有地方说、事有地方办、困
难有人帮、问题有人管。

俞复玲常常告诫身边的社工，要用
“真诚的心”服务居民的事，用“婆婆的
嘴”温暖居民的心，用“毛驴的腿”深入居
民的家，用“橡皮的肚”包容居民的怨。
她要求社工每周开展一次案例分析，每
月设计一个活动载体，每年分享一个工
作特色，她自己也经常手把手地带、一个
一个地帮，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社工。

而社区党员，则是俞复玲手上的又
一张王牌。

划船社区有党员 808 名，包括在册
党员 361 名,在职党员 447 名。为把这
些党员的作用发挥好，俞复玲想了许多
新点子，探索了许多新路子。

她在社区建立了在职党员联络大
组，将党员按照居住区域和特长编入联
络片区、联络小组，组织引导他们申请奉
献岗、认领“微心愿”，在８小时之外服务
社区。

从小失明的沈师傅一直有个心愿：
“我眼睛看不见，但就想去海边听一听大
海的声音。”

“这个梦，一定要圆！”在俞复玲的联
系下，3 名党员认领了这个“微心愿”。那
天，沈师傅用身体紧紧贴着沙滩，听着海
水澎湃的声音，泪水夺眶而出。

针对居民的各类需求，俞复玲将社
区党员志愿者整合起来，组建红色扶贫
帮困、橙色青春助跑、黄色治安巡逻、绿
色生态环保、青色法律维权、蓝色家电维
修、紫色卫生保健的“七彩人生”服务队，
每月 8 号轮流为居民提供各式各样的服
务，居民把这种服务叫做“阳光 8号”。

如今，划船社区已形成一套以社区
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社区
邻里中心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为平台的

“一委一居两中心”新型社区治理体系。
而以她名字命名的“俞复玲 365 社区服
务工作法”已经在她所在的江东区推广，
全国各地前来考察学习的基层社区工作
者更是络绎不绝。

在俞复玲的带领下，今天的划船社
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平
安和谐。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子跃
说，俞复玲秉持为民、靠民、惠民的理
念，把全部的爱心和热心献给社区的每
一位居民，探索出一条社区服务治理的
有效路子。

图① 俞复玲（右）和居民聊家常。

图② 俞复玲（右一）听取居民意

见、建议。

图③ 俞复玲（右一）对社区老年居

民家庭进行走访。

李 超摄

一心为民的“小巷总理”
——记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划船社区党委书记俞复玲

本报记者 郁进东

一心为民的“小巷总理”
——记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划船社区党委书记俞复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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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社区“当家人”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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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复玲，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百

丈街道划船社区党委书记。从事社

区工作10多年来，她怀着满腔热忱，

将划船社区这样一个基础设施差、特

殊群体多、管理难度大的老社区，打

造成为全国文明单位，赢得了群众的

尊重和信赖，被亲切地称为“无私的

小巷总理”。她在十几年的社区工作

实践中，总结出“俞复玲365社区服

务工作法”，并在江东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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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王德春，华东送变电工程公

司机械化施工分公司架线队队
长。2006年11月，获得中国电
力企业联合会颁发的“全国电力
行业优秀班组”；2011年 4月，
获得华东电网有限公司颁发的

“国家电网公司达标班组”称号。

军装换工服

1986 年，我从部队转业来
到华东送变电工程公司，脱下军
装，就和架设高压线打起了交
道，那年我 29岁。

一开始和高压电线接触，确
实有点紧张，牵张机、架线机这
些设备，对我来说很陌生。当
时，这类设备在全国也只有 4
套。但是我没丢掉在部队里学到
的敢打硬仗的作风，既然已经来
到这里，我就要像钉子一样钉在
这里。

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架线工
程是葛洲坝至上海直流 50 万伏
输电项目，在大山里跋涉、在几
十米高的架子上放线，远离家
乡、远离亲人。

我国电力资源分布很不平
衡，西部地区水电、风电、火电资源密集，但是主要
用电地区却在东部沿海地区，这就决定了必须架设高
压线路，将西部的电送到东部。近年来，线路建设越
发重要。几十年来，我参加架线的 220 千伏及以上线
路工程有 32 条，220 千伏以下架线工程项目则已经多
到数不清。

因为常年在外，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上次和家人吃饭
是在什么时候。记得在参加西藏昌都电网与四川联网输
变电工程时，要给队员们弄顿青菜饭吃，还真是不容
易。我们的项目部附近人烟罕至，每隔三四天，我就开
车去 60 多公里外的昌都县城采购，其实就是在一个很
小的集市上精打细算地买菜。在这个转一圈都挑不出什
么的小市场里，能买到的蔬菜种类实在有限，为让大家
吃得好一点，只能在食物搭配上下功夫。

给设备穿衣

说实话，在崇山峻岭里架设高压线是个苦活。
记得在进行昌都电网与四川联网输变电工程放线工

作时，天气的反复无常总是会带来困难。一下雨，本不
平整的路面变得更加泥泞湿滑，放线设备的运送成了难
题，为了不影响进度，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我和同事
们忍着高原反应，花一整晚时间，把设备从一座山运到
另一座山上。

这项工程最后两档放线工程是跨越无人区，一到晚
上，气温骤降。为了不因为设备原因耽误放线，我想到
了一个办法：给设备穿上“防冻衣”，一层层棉被盖在
设备上，当温度降到零下 10 摄氏度左右时，我又在设
备上架起棚子，在里面生起炉火，保证设备不因冷冻而
出故障，并和同事们轮流值班，防止火星飞出，引发火
灾。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调试设备，确保一天的
放线工作顺利进行。

我还记得，我带领的放线队在进入该工程的项目部
后，由于启动时间晚，在全线处于最后一名，但我们调
整好设备、设计好方案，最终排名全线第一。凭着这股
认真的劲头，我们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因为放线原因
影响工程进度的情况。如今，我带的几个徒弟也慢慢地
可以独当一面，这是让我颇为自豪的事情。

家里只能靠她

常年在荒山野岭的地方施工，最希望听到的是家人
的声音，但最怕的也是接到家人电话。

去年冬天，我正在外地赶工程进度，有天晚上接到
妻子的电话，说家中正在准备岳父的后事。我当时就惊
呆了。我家在安徽芜湖农村，从当兵结婚到转业工作，
多少年来，自己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里里外外都靠
岳父岳母的照顾。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全家人搬去
和岳父母同住。为了能够让我安心工作，家里什么棘
手事都不说⋯⋯想着这些，我决定赶回家安慰一下悲
痛欲绝的岳母和妻子，弥补对她们的愧疚。但是，妻
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说：“刚才家里商量过了，
你远在川西大山里，坐飞机最快也要后天才能到家。
还是工作要紧，你就不要回来了。老人的事情我们会
办妥的，你放心吧。”确实，当时工程正处在节骨眼
上，工程上下影响安全的因素太多⋯⋯第二天一早，我
忍着悲伤，又忙碌起来。3 个月后，工程顺利完成，我
站在山上，望着自己和同志们辛苦架通的电力“银色天
路”，百感交集。

这些年来，无论是儿子的婚姻大事，还是小孙子的
出生，家中里里外外的大事小情，全靠妻子一个人张
罗，想起来确实愧对家人。

尽管心中有万般柔情，但是我们电力放线人，还是
走千山过万水的“铁汉子”，我们一起走南闯北，一起
风餐露宿，一起为了千家万户的“光明”顶风冒雨，有
时候，我们坐在山上，看着山下星星点点的万家灯火，
我们感觉，当一辈子“光明使者”也是件幸福的事。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
这边独好。”我觉得，这说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力放线人。

当一辈子

﹃
光明使者

﹄

□

王德春

口述

李治国

整理

今年 21 岁的阿孜古丽·米吉提是维
吾尔族人，毕业于长春医科大学，现为
新疆和田民族医院一名外科医生。作为

“春蕾计划”的一名受益者，阿孜古丽以
感恩之心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有价值。

2010 年 8 月 23 日，对于阿孜古丽来
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天。那一天，她如愿
以偿接到了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录
取通知书。然而，由于家境贫寒，生活

困难，年迈的奶奶加上 4 个兄弟姐妹，
根本无力供她读大学，她的大学生涯还
未开始就濒临结束。就在彷徨无助的时
刻，武警新疆总队第五支队勤务中队指
导员池清平得知阿孜古丽的情况后，主
动与社区沟通，共同为其捐助了学费，
保证了阿孜古丽能够按时到学校报到。
就在此时，她的心中已播下了感恩的
种子。

到大学后，阿孜古丽心怀感恩，并
把这份恩情当作自己学习奋进的动力。
她在日记本里这样写道：“叔叔，你们带
给我的帮助不仅是经济的援助，更是心
灵的慰藉，今天的我再也没有了无助和
惶恐；是你们让我感受到了爱，因为有
你们的陪伴，哪怕路上有再多的荆棘，
我也能坚定地走下去。”阿孜古丽在大学
珍惜点滴时间，认真学习，经常通宵达

旦，连周末休息日也坚持到图书馆自
修，最后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完成了大
学学业。

步出校门踏入社会之后，阿孜古丽
成为一名民族医院的外科医生。在工作
中她虚心好学，刻苦钻研，迅速完成了
由一名毕业生向一位优秀医生的转变。
参加工作不到半年时间，累计治疗了
500 余名患者。由于医德高尚和医术精
湛，医院领导和同事们都对她赞誉有
加。在干好工作的同时，她还积极参加
社区便民服务队，开展政策宣讲、联防
巡逻等活动。每当有人问起这样做的原
因时，她都回答：“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武警勤务中队的叔叔们给我的，我
要将叔叔们的爱如接力棒一样传递给更
多人。”

新疆和田民族医院外科医生阿孜古丽·米吉提：

感 恩 ，让 爱 传 递
本报记者 吴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