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南外街道下壕
塘社区位于赣州老城区西北面，是个 20
多年的老社区。这个社区住着很多“名
人”：有被称为小巷总理的最美“社区妈
妈”朱秀英、有 2015“感动赣州”年度人物
肖林军、有五年如一日义务巡逻的张秀英
⋯⋯

在社区书记朱秀英的带领下，大家组
建起 7 支志愿服务队，为居民排忧解难，
让社区随处可见奉献之光。

“社区妈妈”朱秀英

1994 年，48 岁的朱秀英担任新成立
的下壕塘社区居委会主任。她至今仍记
得上任第一天的情景：只有自己一个工作
人员，连办公室、办公桌都没有；下壕塘是
赣州有名的“龙须沟”，杂草比人高，环境
脏乱差，326户居民普遍收入低，文化素质
不高。

靠着一股干劲儿，朱秀英白天扛着锄
头清沟除草、铲除垃圾，晚上挎着包挨家
挨户登记居民情况。“社区里的事总得有
人干，你不干我不干，谁来干？”朱秀英明
白自己的责任。

这些年来，她为群众办了一件又一件
实事。说起朱秀英，居民李君麟的眼圈红
了，“没有朱书记，我的家就彻底完了”。
1998 年冬，李君麟下岗了。雪上加霜的
是，妻子扔下孩子离家出走。李君麟从此
消沉起来，整日借酒消愁，每次喝得醉醺
醺回家，稍不顺心就打孩子，孩子有时一
天也吃不上一顿饭。

1999 年春节前夕，朱秀英买了棉被、
粮油看望李君麟。正要离开时，她猛然瞥
见李君麟的女儿李杰的布鞋竟然露出了
两个脚趾。寒冬中，小小的脚趾冻得发
紫。一阵辛酸涌上朱秀英的心头，她马上
回到家，拿出一直舍不得穿的皮棉鞋，亲
手给李杰穿上，并安慰她说，“好孩子，穿
上吧，这大冷天不经冻的”。又委屈又感
动的李杰扑到朱秀英的怀里，直喊“妈
妈”⋯⋯

朱秀英决定重点帮助这个家庭。她
四处奔波为李君麟办了低保，并把他的女
儿列入了关爱女孩的“春蕾计划”。开学
后，朱秀英发现李君麟没有带孩子去学
校，上门一问，原来学杂费还差 120元。

“她说快送孩子去报到，钱不够从我
这儿拿。”李君麟记得朱秀英掏出 120 元
钱塞在自己手中，眼里既责备又期盼的神
情。他心头发紧，感到再也不能逃避现实
了。“就是自己的亲妈，也不一定有朱妈妈
那么细心，真是太感谢她了。”李君麟说。

知饥、知寒、知苦、知愁，在社区

内，常挂在朱秀英心头的又何止李君麟
一家！前两年，居民杨志辉夫妇双双下
岗。2015 年 7 月，他又遭遇小腿粉碎性
骨折，差点对生活失去信心。朱秀英为
他 开 展 捐 款 活 动 ， 并 率 先 捐 出 200 元
钱。当朱秀英带着居民捐来的 1000 多元
来到医院，鼓励他好好养病时，杨志辉
感动了。病友羡慕地说：“你有这么好、
这么亲的社区‘妈妈’，比我们都幸福，
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尹世民在下壕塘社区里开了一家理
发店，生意还不错。他曾进过监狱，从走
出高墙的那一刻起便惴惴不安：“回到社
区怎么办？”让他没想到的是，朱秀英亲自
接他回家，又一次次上门找他谈心，鼓励
他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重新做人。得知
他会理发，朱秀英从居委会腾出一间办公
用房，让他开店。

“朱妈妈对我这么好，我再也不能辜
负她了！”尹世民不仅遵纪守法，还义务担
任小区巡逻员，白天黑夜都要在社区里巡
逻，还被评为“赣州市十大道德标兵”。他
感激地说，“是朱妈妈让我脱胎换骨，让我
堂堂正正做人”。

在下壕塘，全社区的居民无论男女老
少，都跟尹世民一样叫朱秀英“朱妈妈”。
20年多来，朱秀英把慈母般的深情倾注在
社区工作中，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最需
要照顾的百姓家中，也在社区居民心中播
下志愿服务的种子。

7 支志愿者服务队伍

接手社区工作没多久，朱秀英就发现
一个问题：老旧小区的人力、财力有限，居

住人员复杂，管理起来并不容易。
“只有发动群众，建立了解社情民意

的网络，才能有效掌握情况、第一时间解
决问题。”朱秀英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在每
个小区分别选举出小组长、单元长和楼栋
长，承担起小区管理、环境卫生整治、人口
普查等任务。

现在，下壕塘社区的规模更大了，总
户数达 2860 户，总人口 12354 人。人员
构成复杂、工作任务繁重，仅靠现有的社
区工作者开展服务，力量略显单薄。在朱
秀英的号召下，社区建立了社区干部服务
队、社区党员服务队、市容环境服务队、女
子义务巡逻队、星光艺术团、银发劝导队、
老年志愿队 7支志愿者服务队伍。

2010 年 9 月 20 日，女子义务巡逻队
成立。队员都是离退休人员，年龄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不到 50 岁。这支“女子义务
巡逻队”在派出所民警的指导下，到小区
和周边的路段进行不定时巡逻，维持小区
治安和环境卫生。

张 秀 英 是 女 子 义 务 巡 逻 队 队 长 。
2015 年 8 月 29 日晚，张秀英带领女子巡
逻队冒雨在辖区内进行日常治安巡逻，突
然发现环城路 30 号小区一居民家中有浓
烟冒出。她们立即上楼灭火，同时联系片
警。由于发现及时,没有酿成火灾。

巡逻队的工作可不那么容易，除了及
时处理险情，5 年如一日坚持巡逻本身就
是一个考验。但队员的积极性都很高，风
雨无阻，一天也没有落下。“戴起这个红袖
章，就要尽这个义务。我们都愿意把社区
这个大家搞好，这样整个下壕塘的环境和
治安秩序也就好了。”张秀英自豪地说。
2015 年 10 月，下壕塘女子义务巡逻队荣
获乐帮学雷锋“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奖”。

2014 年 2 月 28 日，下壕塘社区成立
了章贡区首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为更好地服务老年居民，退休的社区居民
们组成了一支老年志愿者服务队，为社区
老人提供贴心服务，上门陪老人聊天、为
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干家务活等。

舒省民是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志
愿者服务队队长。2009 年退休后，他每
天都与社区干部们一样准时到社区“上
班”，他说：“我是给大家做实事的，能帮助
别人就高兴”。

舒省民热心帮助社区困难老人。一
有时间，他就会组织志愿者去社区内的
空巢老人、瘫痪老人家中，为老人们送
饭、打扫卫生，陪他们拉家常。去年，
下壕塘 9 号小区路面全面硬化工作正式
启动，舒省民担心施工过程中老人行走
不便，就组织社区志愿者进行义务值
班，保障路面硬化工作的顺利进行及老
人们的出行安全。

在 7 支志愿者服务队的带动下，志愿
服务的春风吹进了每个人的心灵，下壕塘
社区不仅成为居民心中最温暖的家，也荣
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全国社区志
愿者先进单位”等荣誉，一簇簇绚烂的志
愿之花盛开在下壕塘。

在朱秀英的带领下，社区组建了 7支志愿服务队，为居民排忧解难——

志愿服务温暖下壕塘
本报记者 佘 颖

阳光洒进偌大的车间，一列列动车组
如白色长龙般整齐排列在组装台位上。近
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中车青岛四方机
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在这里的动车组总
装生产线上见到了高级技师李文龙。身穿
工装的他，中等个子，笑起来还带点青涩，
但眼睛中透着一份坚毅和沉稳。

他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从
一名普通技校毕业生，成长为高铁新一代
产业工人的代表，年仅 28 岁就已成为高铁
列车生产线上的金牌工人。

走出大山，就是要干出点名堂

李文龙出生在沂蒙山区。每每望着家
乡绵延起伏的大山，年轻的李文龙总在自
家屋檐下想，大山后面有什么？山后面的
世界是否有自己的一个位置？

2003 年，15 岁的李文龙进入青岛四
方机车车辆技术学校学习，“想掌握一技之
长，靠自己的双手干出点名堂”。因为从小
爱动手，李文龙选择学钳工。在很多人看
来，钳工枯燥乏味，又苦又累。但在李文龙
眼里，钳工是万能工，“车、冼、刨、磨”样样
是学问。因为打心底喜欢，李文龙总要求
自己比别人更努力。通过 4 年的勤学苦
练，李文龙在 2007年青岛市第九届技能大
赛上夺得学生组第一名，从而被中车四方
股份公司相中。

当时，国内高铁刚起步，中车四方股份

公司开始大规模生产高速动车组，李文龙
被分配在动车组组装生产车间。

作为高精尖技术的集大成者，动车组
对零部件装配的要求极高。拿动车组的司
机室来说，不足 6 平方米的空间里，零部件
数量多，部件之间的尺寸关系复杂，装配精
度都以毫米来衡量。分毫之间见功夫，尽
管在技校有钳工的底子，刚上岗的李文龙
还是碰了壁。

“要干就要干出样子。”李文龙暗下决
心，跟自己“较劲”。他定下“魔鬼式”训练
计划，甚至把练习件的装配精度精确到了
0.01 毫米，这可比头发丝还细。那些天，
他双手磨出了血泡，长起了老茧。

进厂半年后，他就成功掌握了动车组
总组装的全部关键工序，成长为一名技能
骨干，车间里资深的老师傅对他竖起了大
拇指。2008 年，在青岛市职业技能大赛
上，年仅 20 岁的李文龙技惊四座，获得钳
工状元的称号。

“要做就做到最好”

在生产一线，勤于钻研的李文龙练就
了不少“绝活”。车头前挡风玻璃的装配是
动车组制造的一大关键技术。当动车组时
速超过 300 公里，80％以上的阻力是空气
阻力，同时还面临气动噪声、列车表面压力
波等考验，这对前挡风玻璃的装配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凭着精湛的技艺，李文龙能
精确控制前挡风玻璃的装配精度，不仅保
证了行车安全，而且外形美观。

“要做就做到最好”，这是李文龙的工
作信条。一次，动车组试制时，李文龙发现

车辆内装因震动发生异响。凭着自己的经
验，李文龙摸索着改进安装工艺，有效解决
了这个问题。像这样在生产线上的改善方
案，李文龙参与了 30 多项，节约生产成本
60多万元。

高速动车组大批量制造后，李文龙用
心扑在技能攻关上，成为动车组装配技术
的“开路先锋”。动车组司机室里大大小小
的部件和结构，就像一幅清晰的地图印在
他的脑海里。通过大胆的摸索和试验，他
接连提出工艺革新建议，发明了一批快速
工装，这些工装成为生产线上的“神器”，方
便、准确、高效，减少了大量返工，降低了生
产成本，同时也保证了产品质量。

李文龙还是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内部聘
请的钳工技能名师。他在练就过硬技能的
同时，还把自己掌握的先进操作法传授给
其他员工，无私向年轻员工传授动车司机
室的内装板、操纵台、弯压条等关键装配工
艺，帮助年轻员工快速掌握基本操作技
能。由他编写的《司机室内装操作指南》

《观光区的隔音降噪》等实用性课件和教

材，已成为一线钳工培训的首选教材。
“工作越久，越觉得需要充电。”为进一

步提升自己，李文龙坚持利用业余时间给
自己充电。2013 年，他取得西南交通大学
业余大专教育学历。目前，他正攻读中国
海洋大学机械自动一体化专科和青岛广播
电视大学行政管理专科学位。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靠自己的
双手打出一片天地。”如今，这颗理想的种
子，已长成参天大树。

从农村到城市，28 岁的李文龙凭借精
湛的技能，摘取了属于自己的沉甸甸的果
实：2011 年被评为青岛市技术能手；2012
年参加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被评为“全
国技术能手”；2014 年获山东青年五四奖
章、青岛市首席技师⋯⋯

今天，中国高铁已成为一张亮丽的国
家“名片”，作为打造这张名片的一分子，李
文龙在快速发展的高铁事业中实现着自己
的人生价值。“要让自己亲手装配的动车组
跑得更快更好，为中国高铁这张名片增光
添彩。”李文龙说。

让 理 想 随 高 铁 齐 飞让 理 想 随 高 铁 齐 飞
——记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李文龙记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李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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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们。

▶ 女子巡逻队在辖区内治安

巡逻。

◀ 志愿者在为老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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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龙在组装动车组司机室。 郑旺强摄

春 节 前 后 ，《经 济 日
报》记者来到贵州省镇宁
县旗山村。一级伤残退伍
军人陈志坤正拄着拐杖，
步履蹒跚地挨家挨户查看
协会群众饲养的生猪长
势，那是山区百姓脱贫致
富的命根子。

返乡 30 年来，他身
残志坚，靠着顽强的意
志，创出不平凡的业绩，
实现了改变家乡贫困面貌
的梦想。

2006 年 10 月 ，陈 志
坤荣获第二届“中国消除
贫困奖——奋斗奖”。

自强不息 自主创业

1986 年 11 月 ，陈 志
坤复员后，镇宁县给陈志
坤提供了一套两室一厅
90 多平方米的住房。按
照国家民政优抚条例规
定，他可以由国家终身供
养。

陈志坤本可以躺在功
劳簿上度过一生。然而，
心怀感恩的陈志坤不让组
织安排工作，决定自己创
业，以回报国家和人民给
予他的温暖和关爱。

陈志坤在部队时就有
摩托车维修技术，返乡
后，他买来了大量摩托车
维修技术资料，边学习边
实践，迅速成为业内高
手。家乡村子里不少无业的年轻小伙子主动找到陈
志坤，向他学习摩托车维修技术。

转眼 7 年过去了，陈志坤的很多徒弟凭着学到
的好手艺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万元户。但陈志坤凭
着回报社会的心态去做事，却没挣到钱。

1995 年，陈志坤举家搬到贵阳，租了个店面重
操旧业，开起了“荣军摩托车修理部”，很快就站稳了
脚跟，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1999 年，陈志坤盘下了贵阳小河区一个经营
不善的餐具消毒营业店。他对店面重新装修，增
加餐具消毒设备。起早摸黑，辛辛苦苦，一干又
是 5 年。

陈志坤凭着那颗自强的心，经过多年的艰苦创
业，一度赚到 500万元的固定资产，在当地创造了残
疾人创业的奇迹。

桑梓情浓 圆梦家乡

2004 年 4 月，陈志坤得知家乡依旧贫困，深感
不安，彻夜难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陈志坤觉得他
有责任、有义务为家乡建设尽微薄之力。他带上 50
万元的启动资金告别家人，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旗山
村。

他走村串户做调查，以本村已有的生猪养殖为
基础，瞄准政府的好政策和农村的养殖发展空间，确
定了以发展养猪业为突破口，推进全村产业结构调
整，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发展思路。

谋定速动，陈志坤立即投入到一系列紧张的基
础建设工作中。2004年 11月 18日，陈志坤的“荣军
养殖协会”正式挂牌成立。

2005 年 11 月，协会引进的第一批长白大耳优
质生猪出栏，每户收入在 5000 元至万余元不等。
协会副会长冯波从协会购置了 15 头仔猪，待出栏
时，除去各种开销，净赚了 6000多元。

如今的旗山村，在陈志坤“荣军养殖协会”的
带领下，已形成了养殖、储运、销售的一条龙体
系，共培养出 40 多名技术骨干，成了远近闻名的
养猪专业村。

截至目前，旗山村所在的马厂镇共有在册的养
猪专业户 475 户，不在册的涉及到 15 个乡镇 3720
户，年出栏达 3 万多头，农户年收益最少的 8000 多
元，最高的达 15万元。

“马厂镇 5778 户，25831 人，80 年代人均收入不
足千元，到去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 6928 元，
还有 3 个村走出贫困村行列，这得益于产业结构调
整，也是陈志坤这个‘领头雁’带领大家展翅高飞的
结果。”该镇党委书记杨猛向记者介绍说。

如今，陈志坤正规划建设一个集养殖、屠宰、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让更多的山里百姓实现
同步小康梦。

身残志坚的

﹃
消贫斗士

﹄

—
—记贵州省镇宁县马厂镇旗山村荣军养殖协会会长陈志坤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陈志坤(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丁守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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