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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你来啦，先坐着喝杯茶，马上就给办好。”

22日上午，老陈刚进门，胡晓荣就热情迎了出来。

老陈是来办理退休生存认证的。几年前，他搬离

了紫微社区，但户口还在。按理说，将户口迁至现居

住社区，可以更方便他办理各种手续，但老陈却不愿

意，宁愿每年都带着身份证回到胡晓荣这边来办理。

“你这服务周到，态度还很好，毕竟是家这边的

人啊。”老人笑着说。胡晓荣虽然受到这样的肯定，

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每次都还是让她有点不好意

思，“我们做的都是本职工作啊。”

胡晓荣的工作的确不算很复杂，但是也绝不轻松。

她所负责的紫微社区是老城区，仅在册社区人员就有

7000多人。再加上这些年来步行街、解放街拆迁等工

作引起的人口流动，紫微社区的人户分离现象已经变

得复杂无比。“有的户口虽在，但人已经不知道住到了

哪里。”胡晓荣说，具体有多少人已经很难确定，但至少

有3000人以上是处于人户分离状态的。

人户分离现象严重，让原本简单的工作也变得

复杂起来。就连流程上听起来十分简单的退休生存

认证，办起来也不容易。紫微社区有一千多退休老

人要进行认证，对于住在本地的但不能亲自来认证

的，紫微社区工作人员还可以花时间上门去确认。

但很多老人都已搬至外地，取证的难度就更大了。

一位退休老人随儿女住到上海多年，由于号码变

更，社区与老人失联了。为了给这位退休老人办理退休

生存认证，胡晓荣不得不多方打听，通过邻居联系到了

老人儿女的朋友，再通过老人儿女朋友联系到了老人的

儿女，最终联系到老人，确认老人还健在的消息。

“现在通信方便了，有时候可以用视频等方式进

行确认。”胡晓荣一边整理退休老人名单，一边说，

“自己报出的名就要负责，要想办法进行确认。”正是

这种责任感，在胡晓荣的主持下，社区各项认证工作

总能一丝不苟地完成，偌大的社区变得井井有条。

“虽然很多人已经不住在我们社区了，但是只要

户口在社区，那就是我们社区的居民，都要认真对

待。”秉持着这样的信念，胡晓荣时不时还会去看望

一些住在其他社区的老人或困难户，平时有什么领

取补助的机会，她也总会积极为他们争取。

21日，西城街道城区片书记胡黛青像往常一样来

到西山头分社困难户黄汝高家，嘘寒问暖，与村干部

一起帮其清理房屋周边的卫生死角。这样的场景，每

个月都会出现一次。10 多年来，胡黛青坚守城区片，

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与胡黛青共事多年，令西山头分社社长黄绍愚记

忆深刻的事情非常多：“台风‘灿鸿’到来前夕，胡黛青

总是在第一线巡查。记得一天晚上，快要半夜 12 点

了，我接到胡黛青的电话，说是准备去检查一下几个

有安全隐患的地方，等我赶到现场，她已经在风雨中

检查了两处安全隐患。一把小小的雨伞根本就挡不

住大风大雨，她的衣服湿了一大片。”

黄绍愚，为了村里的农房改造工程，周末开会研

究工作的日子比比皆是，为了不耽误正常工作，带着

村干部外出考察先进工作经验也会被安排在休息时

间。自从当选为分社社长，黄绍愚的个人休息时间被

压缩为原来的三分之一。黄绍愚开玩笑地说：“这其

中都是胡黛青的‘功劳’。”

村干部的个人时间少了，但西山头的变化却是有

目共睹。现在西山头分社的农房改造计划已经初步

确定下来，超过 80%的村民已经完成确权工作，整体

工程很快就能启动。

胡黛青分管城区片的几位书记都非常“害怕”她，

原因是她工作起来特别细致，精益求精。西园分社社

长徐高进对此深有感触，“成为分社社长就是不断地

干活，很累。”

“整天逼着我给村里干这干那，逼得紧了大不了

不当社长了。”私底下，徐高进也曾抱怨，然而他心里

也明白，胡黛青动员他干的活，确实都是为村里好。

在胡黛青的工作中，创建工作任务繁重，但她独

创一套工作理念，想方设法带动大家共同建设美丽家

园。她觉得，具备强烈的责任心，通过自己的以身作

则，肯定可以影响到村干部；村干部动起来了，村里的

党员就坐不住了，老百姓自然也会跟着加入到创建行

列中来。

她以身作则
让人“害怕”

24日一大早，西城街道安监中队副队长施天禄翻

开案头放着的本周工作计划：拆除6台简易升降机，督

促整改 29 个油漆仓库，完成 66 台锅炉安全检查扫尾

工作。体型精瘦的施天禄说话声非常响亮，铿锵的声

音“震”得办事大厅回音不断。

1986年刚刚进入工作岗位，施天禄就开始负责安

全生产工作。30年的时间转眼过去，施天禄的工作风

格依然是那么“辣”。

“当时，我负责童宅区域的 48 个萤石矿井，一个

星期六天时间都在山上巡查，必须确保每一座矿井的

安全生产机制正常运行。”从那时候起，施天禄的工作

风格就被定格下来：工作认真，办事严谨，不讲情面，

被同事们誉为西城街道的“排雷专家”。

今年年初，我市加强烟花爆竹销售点的安全管

理，施天禄认真走访辖区内的四十多家烟花爆竹销售

点，督促整改的同时，强制关停无证无照的烟花爆竹

经营场所。然而，春节期间正值烟花爆竹销售最火爆

的时候，停止经营意味着断了财路，一名店主当场恐

吓施天禄：“走在路上要小心些！”不过态度坚决的施

天禄依然严格按照规定，关停了该烟花经销点。

意想不到的是，正月值班的一天晚上，施天禄回

家途中遭到了不明人员的袭击，一块砖头将他砸倒在

地，头上留下一道很大的口子，在医院缝了四针。昏

昏沉沉的施天禄当时并未看清肇事者是谁，但除了在

工作中结了“仇”，谁还会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他呢。

受伤的原因，施天禄并没有和同事说起，依然每

天坚持正常上班。即使被人打击报复，施天禄的工作

风格依然没有变化。

“在此次简易升降机的整改过程中，其中有位企

业主是好朋友，曾做了多年邻居。工作上的事情，让

我觉得看见他都有些不好意思。”施天禄说。凭着个

人关系，企业主希望施天禄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蒙

混过关算了，但是施天禄并没有因为个人感情而网

开一面，铁面无私地将朋友企业中的升降机彻底拆

除。

1034家企业，60家需要进行安全用电整改；16台

简易升降机得拆除；66 个锅炉必须改造到位；29 个油

漆仓库得完善管理机制或者整体搬迁；200 多个安全

隐患等待排除⋯⋯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要点，施天禄

了然于胸，在安全管理这条路上，他依然会坚定不移

地走下去，为老百姓负责到底。

“排雷专家”
铁面无私

看着破旧的老屋，老胡却高兴不起来：没有房子，

儿子怎么结婚呢。为此，胡向明已经不止一次接待老

胡了。“老胡啊，你家的困难我是知道的，我也一直很

关注这个事情。可你刚说的那种方案不符合现在的

政策，是行不通的，这是规矩。”胡向明对老胡解释，

“但你放心好了，我们也不会墨守成规，现在正在努力

推进老村改造工作，只要有解决的方法，我一定会第

一时间告诉你，好不好？”

其实，类似的话，胡向明已经说了无数次。从7月

份开始联系山下村，胡向明每天走村入户，深刻感受

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山下村，像老胡这样迫切需

要老房改造重新安置的共有 20 多户，这一问题甚至

成为了村里矛盾的主要根源。为了协调村民之间的

冲突，胡向明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走村入户，安抚情

绪。在他上任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已经对每户人家

的情况了如指掌。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推进老村改造。”送走

老胡，胡向明与村干部商讨起对策来。

然而让他头疼的问题不止这么一个。目前村里

已经没有经济来源，但每年用于村建设的费用却是不

少。如果不能另谋出路，只能坐吃山空。

“目前看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好村里的自然优

势，要守规矩，也要有所作为。”多次进村走访，让胡向

明发现一个叫桥坑口的地方三面环山，风景优美，交

通便利。目前这里处于闲置状态，如果能够加以合理

利用，或能为村里增加不菲的收入。

这块“新大陆”的发现，让胡向明欣喜不已。为了

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胡向明每次来山下村，总喜

欢去看看这片土地，似乎在看山下村发展的新希望。

要守规矩
也要有所作为

“晓莉、美深、兴旺⋯⋯已做完妇检。”20 日下午，

童宅村村办公楼，该村联村干部贾慧珍放下手机，在

一本自制的名单册上打了几个钩，轻轻地舒了口气。

在这本名单册上，贾慧珍还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

种备注：“在外旅游，一周后归”“白天上班，抽不出时

间”“尚有抵触情绪，还需继续做思想工作”⋯⋯

“这是专门为妇检工作准备的。”贾慧珍说。据了

解，童宅总共有600多户人家，1600多人，其中需要进

行透环妇检的妇女有 180 多人。透环妇检工作的难

度可想而知。

为此，她自制了一本名单册，在已完成妇检的名

字前打钩，未完成的备注下原因，并进行分类，筛选难

易程度，方便接下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容易沟通

的，就用电话、微信联系；比较拗的，就上门沟通。

合上名单册，贾慧珍来到了童某家。“烧午饭了啊，

早点叫女儿去做检查啊。”贾慧珍亲切地叫道。村民童

某的两个女儿现在已不住在村里，平时难得见到，虽然

贾慧珍已经电话通知过，但她还是不放心，希望童某能

够做通女儿工作。童某拿出了远在西安的大女儿的妇

检证明。看到村民的配合，以及工作进度又向前推了

一步，贾慧珍的心也慢慢宽畅起来。

在村里走访，对从小怕狗的贾慧珍而言，其实是

一个极大的挑战。“村里很多人家都养狗，还没走到门

口狗就狂叫起来，挺怕人的。”出了童某家，贾慧珍来

到了另一户村民家。

果不其然，贾慧珍刚走到这户人家的小巷口，就

有一条棕色的大狗狂吠而出。贾慧珍在路边愣了一

下，但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走。“阿潮、阿潮⋯⋯”贾慧珍

喊了两声。主人没应，另一条大黑狗却开始叫了起

来。棕色狗还在贾慧珍脚边转来转去。

虽然害怕，但贾慧珍还是继续喊了几声户主的名

字。等了良久，没人响应，“看来只能下次再来。”

“在村里做工作，必须要有耐心，要勇敢。”贾慧珍

说，村民白天不在就晚上来，上班没空就周末赶过来，

一次协调不成功就第二次、第三次再来。她不厌其烦

地工作，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认可和尊重。目前，透

环妇检工作开展不到两星期，已完成 130 多人。“还有

50多个，任务还很艰巨，我必须抓紧。”贾慧珍说。

任务还很艰巨
我必须抓紧

爱往村里走，是西城街道山头蒋村联村干部郦小

青的一大特点。去年 11 月 24 日，郦小青刚调到西城

街道，正式上班第一天，事儿就“找上门来”。“养猪场

第二次拆迁工作马上开始了，你也去看看吧。”刚坐

下，郦小青就接到了同事电话，赶到了村里。

郦小青询问得知，这原来已是第二次组织拆迁

了。山头蒋村的老蒋家里建有养猪场。而按照市里

“五水共治”行动统一部署，村里畜牧养殖场要全面关

停。可是，任凭村干部轮番讲道理说政策，老蒋就是

不愿自拆。为此，相关干部已经尝试组织过一次拆

迁，但因对方激烈阻挠而未果。“养猪场问题”因此成

为了当时村里的一大难题。

走村
其实是走心

只要户口在
就要认真对待

21日下午2时，胡向明像往常一样回到山下村上

班。还没等他打开村委会办公室大门，村民老胡就已

找上门来。

“能不能让我先建新房，回头再拆老屋啊？”老胡

一脸难色地说。2003年，山下村开始老村改造，但老

胡没能轮上。10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老胡一家一

直没能进行老屋改建，一家四口挤在仅有 60 多平方

米的黄泥老屋里。10 余年过去，老胡的泥屋愈发破

旧。而当年还是小孩子的一双儿女也已经长大成人，

尤其是二十多岁的儿子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

胡黛青

施天禄

胡向明

贾慧珍

郦小青

“思想没做通，就算拆了，以后工作也会留下隐患。”

有着三十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郦小青决定自己再试试，

对相关领导说，“你们给我一个星期，我去试试看能不能

说通。”

当天，郦小青就孤身一人来到老蒋家，表明身份后

拉起了家常。原来，老蒋儿子小蒋患有精神疾病，养猪

场被当成唯一的经济来源。虽然并没有多少收入，但执

拗的小蒋认为，一旦养猪场拆了，就什么都没了。

找到了问题症结，郦小青开始为老蒋想办法。小蒋

精神容易受刺激，必须想办法解决他的后顾之忧。“我为

你咨询了相关部门，小蒋属于一级残疾，可以享受残联

的托安养政策，每个月都有 500 元救助，我帮你争取。”

连续几天，郦小青奔波于老蒋家和残联等部门之间，为

老蒋准备材料，落实政策。

一个星期后，再一次来到老蒋家，郦小青成为了“贵

客”。老蒋也开始自己动手拆起养猪场来。这让深知该

村“养猪场问题”之难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胡忠荣感到

诧异不已。

“走村，其实是要走心。”郦小青说，村里工作再难，

也就怕个“走”字，只要多走走，总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每一次走村，郦小青都会把村民反映的困难，看到的问

题记录下来。

正是靠着一次次走村入户，曾经像一团乱麻的山头

蒋村务，在郦小青执着的行走间，剥茧抽丝般地被理顺

了。如今，村务轻了，但郦小青的笔记本却厚了。两本

记得满满当当的工作笔记见证了她的足迹，也记录了山

头蒋村的变迁。

胡晓荣

什么样的基层干部最美？市委书记徐华水曾说过，党员干部特别是直接面向基层农村、社区的
干部，就应该走下去，干起来。身上少些香水味，脚下多些泥土味，真正沉下心去，俯下身子。

我们很高兴看到，在西城街道这些基层干部身上，脚下的泥土味早已成为他们日常工作和生活
中“挥之不去”的味道，时时刻刻沁润着他们的心田。他们的故事或许很普通，就像是我们身边的点
点滴滴，但他们真正做到了对己负责、对事负责，与百姓心贴心，与群众心连心。

为充分展示西城干部队伍的良好道德素质和精神风貌，为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带去信心和榜
样，今日，西城街道特别“晒”出６名基层干部代表，听他们讲述一个个真实而动人的故事。

脚下泥土味 心中百姓情
晒晒西城街道６名最美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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