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市区永宁西路军缘小区，只见平

整的道路、整洁的墙面、正在加装的电梯、

老人们在运动场地上锻炼身体，晒晒太阳

……小区的党支部书记郭贤跃骄傲地说：

“你能看出来这是 25年房龄的小区吗？”

说起军缘小区房子的“房龄”，老住户

郭贤跃还记得，上世纪 90年代，第一批入住

这里的居民，很是让人羡慕。房子属于职

工宿舍，设计洋气。但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再好的房子也破败了。

“全靠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人民放在中

心位置，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针对小

区房屋保温效果差问题，在改造工程中与

太原理工大学合作，采用先进的节能工艺

进行外墙保温，更换系统断桥节能窗户，让

‘冷房子’暖起来。”小区改造后带来的变

化，让郭贤跃高兴得合不拢嘴，“你看，现在

楼体也干净了，外墙保温也做上了，我们再

也不用过冬季保暖差、夏季温度高的日子

了。”

在郭贤跃眼中，小区第二大变化是加

装了电梯。郭贤跃告诉记者，因小区老龄

化程度高，60 岁以上老人占总居住人数的

30%以上，爬楼一直以来都是困扰着小区居

民们的一大难题。“年纪大了之后，腰腿都

有毛病，上下楼难啊，爬一会儿就得歇一会

儿，加装了电梯正解决了爬楼梯这个大难

题。”郭贤跃说道。

“你瞧，现在我们小区的环境多好。”

郭贤跃细细数着改造后的变化：坑坑洼洼

的老路铺上了沥青，加装了路灯，规划了

休闲游园和漫步道，规划了停车位，安装

了门禁系统……“现在晚上吃完饭，也能

围着小区遛弯了，回家晚也不用担心抢车

位了。”

军缘小区的变化，让大家都充满了幸

福感。作为小区的党支部书记，郭贤跃准

备用好党建引领小区自治的“金钥匙”，开

启安居乐业的“幸福门”。“三分建，七分

管。我们动员每一位居民都参与到小区方

方面面的治理当中，承担起主人翁的责任

和义务，主动做好小区的管理和运营维护，

让我们的幸福生活不断升温。”

“田地里的春耕秋获，生活中的柴米油

盐……”柳林县穆村镇安沟村党支部书记

尚丽娜的工作备忘录记录着村里的变化，

也记录着村民齐心致富的历程。

眼下正是冬闲时候，尚丽娜和到村工

作大学生挨家挨户为村民们算起了“幸福

小账单”。一大早，他们就来到了村民贾吉

燕家中，贾吉燕拿出家里的账本：“2023 年

我在腐竹厂干搬运，收入将近 7 万元，还享

受了村里的这么多福利。”他拿着手里的账

本，乐开了花。

像贾吉燕一样的村民还有很多。2020
年尚丽娜从柳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下派到

安沟村任职，来村之后协调主持修缮村主

干道围墙和护栏、增设人行道和太阳能路

灯、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文化活动

场地，最主要的是利用集体闲置土地和驻

地企业资源，合作引进豆制品生产项目落

地 投 产 。 2021 年 该 项 目 完 成 一 期 工 程 ，

2022 年完成二期工程，共建设生产车间 8
个，生产线 160 条，提供了 400 余个就业岗

位，村里的人们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的同时

也为村集体带来集体收益 30 余万元，还带

动了本村及周边种植业、运输业的发展。

尚丽娜边走边跟记者说，每年这个时

候她都会多去村民家里坐坐，一起盘点一

年来的收获，也跟村民聊聊来年的发展规

划。这样下来，大家明白了收入从何来，也

让“感党恩 跟党走”的信念在村民中广泛

传播。回到办公室与她一起翻阅工作备忘

录：2023年完成腐竹厂道路修缮工程；完成

卜赖垣村 6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燃气全部

接通，明年持续推进入户工程；推进墙面彩

绘、绿化，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一项项已

经办成的民生项目温暖着村民的心，一条

条看似不太连贯但规划清晰的来年计划已

然在尚丽娜的心中形成。

“每次看到村民们满足的样子我的心

里就格外高兴。如今修好了通往腐竹厂的

路，村民上下班方便又安全，我们会再接着

干！”尚丽娜不仅把村民的幸福事写到了本

上，更是落到了地上，办到了大家的心坎

上。

“去年 6月远赴非洲马拉维捐款价值 3
万元人民币的物资，7月儿子结婚，9月小博

士幼儿园获得先进集体，10 月参加中国妇

女十三大代表大会，10月‘援疆行动’捐款 2
万元，12 月筹集资金连夜赶甘肃捐助 3 万

……”记者见到了离石区小博士幼儿园园

长、吕梁市久久爱心公益协会副会长李翠

英，看到她笔记本上简单地记录着她一年

的幸福之行。

一个个捐款数据，一个个地点的背后

都藏着一个个感人而暖心的故事。作为一

名最基层的民间公益组织中的一员，她比

普通人有更多机会见到苦难，半个多月的

非洲捐赠期间，她亲眼见到了非洲人民生

活的艰难，甘肃地震她和协会志愿者筹集

资金连夜赶赴灾区救援，相反她感受幸福

的方式也同样简单。

“你过得幸福吗？”记者问她，没等说

完，李翠英就抢过话说：“太幸福了，这么多

年公益之路，我深刻感受到了自己有能力

帮助别人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这是一种

无以言表的幸福。”

最近她又在忙着准备所在协会一年一

度的“暖冬行动”物资筹集，她率先捐了 120
床被褥。也是在她的影响下，家里人思想

从不反对不支持逐步到默默支持，近几年

也都开始自发地投入到公益中，这让李翠

英开心不已，孤独的公益之路有了坚强的

后盾，让她看到了传承的希望。

一年的时间对半分，在外奔波累了，回

到幼儿园陪伴孩子们成了她繁忙中放松的

时刻。这几年李翠英听到不少风言风语，

很多人说她是傻子，可是只有她自己知道

其中滋味。李翠英说：“你越深入越了解，

越了解越放不下。”

多年来她的奉献也收获了不少荣誉，比

如吕梁市第七届“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山西

省“三八红旗手”、2021年入选“中国好人榜”

助人为乐好人、2023年入选为中国妇女十三

大代表。

再过几个月李翠英就 53 岁了，她说我

奋斗的时间是有限的，但一颗想奉献的心

是没有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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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翠英：

帮助别人让我格外幸福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郭贤跃：

“改”老旧小区“造”幸福生活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尚丽娜：

村民满足我就幸福

□ 本报记者 高茜

“我去年果园收入比前年强多了，在

市直工委驻村工作队帮助下，种植的葡萄

产量约 3万斤，工作队帮助我销售了 2000
多箱，为我的果园打开了销路。在往年果

园销售季节，每天都有人上门采购我的葡

萄和李子，仅葡萄的收入达到 16 万多元。

我虽然是个农民，但遇上了驻村工作队的

贵人相助，果园的经营越来越好，生活越

来越幸福。”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承包

经营果园的村民张春明高兴地说。

张春明回忆，前年果园的葡萄成熟即

将上市期间，一场多年一遇的洪水无情地

冲进了果园，成熟的葡萄如果不能及时销

售出去，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为了帮助

他的葡萄尽快销售，每天中午饭后，驻村

工作队员就来到张春明承包的村集体葡萄

园里，一枝一枝地帮助打包。三名驻村工

作队员使出浑身解数，开辟多种渠道，广

泛宣传，接受订单，并承诺离石订单只要

订就免运费送上门。时任工作队长的秦冠

宇回忆，“初见张春明时，老张也是一脸

的无奈，有打退堂鼓的想法。时间不等

人，打通销路是头等大事。”他与工作队

员高平、高清华在每天下班后，开着车到

离石动员家人朋友，一起为顾客送订购的

葡萄，每天晚上送完都在十一点以后。在

工作队的帮助下，尽管受洪灾影响，张春

明的葡萄园销售额达到了 30万元，纯收入

近 10万元。

为了帮助彻底解决果园的销售难题，

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共享果园”亮

相。这是驻村工作队帮助张春明创造性地

提出的生态农业共享新模式，实质是“订

单销售”。具体做法是：500元可认养一棵

大红袍李子树，1000 元可认养 13 株一行

的葡萄树，认养人可随时来这里参与施

肥、除草、看护，也可由果农代为管理，

到了果树成熟时，认养人再亲自来采摘，

享受休闲趣味的田园生活，吸引了周边市

民纷纷参与。这种模式使张春明今年的葡

萄销售更加顺利，另外，工作队还帮助他

销售了 2000多箱。来堡村是“天下一代廉

吏”于成龙的故乡，现在来堡村的葡萄园

增添了农旅融合的新元素，“共享果园”

的诞生，成为该村发展产业的新向标。

“我家承包了村集体的 20 亩生态采摘

园，这是我承包的第 4 年。随着我的经营

果园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今年收入肯定比

去年更多。”58岁的张春明笑得合不拢嘴。

张春明：

我的幸福离不开驻村工作队的帮助

□ 实习记者 王卫斌

图①为李翠英与孩子们进行课堂互动。

图②为张春明在果园中修剪树枝。

图③为郭贤跃正在介绍小区的变化。

图④为尚丽娜（右）与到村工作大学生研

究道路修缮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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