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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总书记指引的航向上

继续努力，把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在武汉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采写：长江日报记者张衡 郝天娇 蒋太旭 覃柳玮 通讯员吴迪 王雪薇 武小青 黄璜 参与采写：宋涛 统筹：蒋立青

杜诚诚回忆，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汉市青山
区青和居社区，见她坐在轮椅上，总书记走上前俯下身，亲切
地与她握手，并称赞她的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分
别时，总书记还对她说了一句“谢谢你”。

“总书记这次在湖北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抓住
‘一老一小’这个重点，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杜
诚诚说，“我会牢记总书记嘱托，继续用心用情把群众大大小
小的事办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咸宁市嘉鱼县四邑村村民熊成龙家中，
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了解生产、孩子就业创业、家庭收入、养
老医疗等情况。

电视中的这个画面，把新洲区陈玉村党支部原书记张文
喜的思绪拉到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

张文喜回忆，总书记当时来到湖北代表团，“我在汇报时，
总书记亲切地问我：村里的人均收入有多少？有哪些产业？
听了我的回答，总书记微笑着点头表示肯定，说‘那还不错’。”

“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每次回想起这
个画面，我就感到重任在肩。”张文喜说。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张文喜对此特
别激动，4年过去，村里成立了现代化粮食综合型企业，带动四
个村120余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百步亭派出所社区民警沈胜文从警20年，面对社区困难
群众多、独居老人多等问题，他一心一意为民办实事、做好事、
解难事，获评全国“双百政法英模”等荣誉称号。“我将牢记嘱
托，坚持走进社区、融入居民，确保辖区人民生活安宁。”沈胜

文说。
“对老百姓的事情，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作为一名地铁

工作人员，我将牢记嘱托，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党的二十大代
表、全国劳动模范、地铁汉口火车站中心站长姚婕说。

在客运服务一线工作了20年的姚婕被同事们称为“陀螺
站长”，她独创“思维移位服务法”，帮助乘客解决各类问题
2000余件。

“总书记关心的话语，让我更有干事的劲头了。”武汉工程
科技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团总支书记、辅导员余进文说，今年
是他践行志愿服务的第15年，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千余名学
生参与助老、乡村振兴、支教等志愿服务，足迹遍布全国60余
地，“我觉得，当人人都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的时候，就是在
为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

“总书记在咸宁市嘉鱼县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考察时，
勉励当地干部群众走科技之路、质量之路、品牌之路，把蔬菜
种植这个富民产业进一步做好，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新洲
区汪集街道洲上村党支部书记林先明激动地说，总书记一直
强调乡村振兴的重要性，一次次在田间地头问成本、在农家屋
里算收成，国家一项项真金白银的富农政策，让广大农民增收
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两年前，在外经营多年的林先明回到村里，立志带领乡亲
们强村致富。在他的带领下，村里成立村集体直营的专业种
植合作社，探索出“一地多用、一地多收”的“蛙稻共生”种养模
式，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林先明说：“我们期待，在不久的
将来，这种生态友好的种植模式能够在更广阔的田野上绽放
光彩，为农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

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
武汉震燕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江燕对此深有感触，

她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的高度关注，体现了对国计民生
的深切关怀。”

2015年，江燕与丈夫回到家乡蔡甸区侏儒山街道开始创
业。这些年来，他们的合作社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从种稻扩展到
种藕、养鱼、养虾、养螃蟹，多样化经营做得红红火火，产品还没
上市就几乎被预订一空、供不应求，还推出了自己的农产品品
牌。最近又新开辟了水蛭养殖的新项目，收益前景一片大好。

“总书记的话大大激发了我们的积极性，我们更有信心和决
心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江燕对于未来充满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
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

新洲区种粮大户、武汉市天兴昌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洪亮对此感同身受。洪亮介绍，他负责的合作社，数千亩稻
田已全程实现机械化智能化生产，天上“北斗”助阵，地上无人
机“植保”。一季亩产可达1500斤以上，产量高的田亩产超过
1800斤。去年，合作社实现毛收入超400万元，“我们将坚持走
现代化农业之路”。

“总书记曾强调，让种粮也能够致富，让广大农民生活芝
麻开花节节高。我想对总书记说，科技种粮让我家的生活插
上了翅膀，一天比一天好。”黄陂区江秀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李卓秀说。

在合作社仓库里，50 多台农用机械整齐排列，这是2017
年至今李卓秀为种粮添置的农机设备。“现在我家种地已实现
全流程机械化操作。”李卓秀说，这几年，她还带领乡亲们蹚
出了一条种粮致富的新路，“家里种粮食现在一年纯利润40
万元。”

农业科技让我家的生活插上了翅膀，一天比一天好

潘家湾镇四邑村“村湾夜话”的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基层治
理模式成为武汉社区工作者的一个关注点。

武昌区南湖街道华锦社区的“共同缔造”同样有声有色。
“总书记此次到湖北考察，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书记非常激
动，也深受鼓舞，我们会努力扎实做好服务群众的工作。”华锦
社区党委书记周林说。

近年来，社区里建幸福食堂、电动车棚，增设电动车充电
桩，改造理发亭、共享书屋等共享设施及场所，都是与居民一
同敲定的。周林说：“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事前麻烦多一
点，事后麻烦少很多。”

“‘共建共治共享’，居民是社区主人翁。”让周林印象深刻
的是一次“停车位改造”议事会：应到30人、实际来了243人，

“大家用彩色贴纸表决，‘票决’出一个满意的方案。”
周林说，将持续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与居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江岸区二七街道操场社区党委书记韩晶同样关注到了四

邑村“村湾夜话”。
近年来，操场社区践行“共同缔造”理念，通过社区党委引

领下的业委会、物业、居委会三方联动机制，以居民议事会的
形式发动居民参与，先后解决了超大型老小区“停车难”“外墙
渗水”“爆水管”等问题。

韩晶表示：“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工作者，我将牢记
总书记嘱托，以改善群众身边的实事、小事为切入点，充分激
发民智、尊重民意、动员民力，让共同缔造不断开花结果、破解

难题。”
汉阳七里一村是20世纪80年代末建成的老旧小区，住户

主要是国企退休老职工和外来租户。汉阳七里一村网格员张
昊2019年大学毕业后，成为该小区的网格员，服务着17个楼
栋514户居民。

张昊说，每次的“知音圆桌会”上，他会组织邀请楼栋的党
员、志愿者坐在一起，对网格里的大小事进行协商解决。张昊
说，不久前，居民共同出力将小区里的一个建筑垃圾堆放点改
造成了“资源共享屋”。

七里一村社区一场场“知音圆桌会”让群众成为“站C位”
的“主角”。张昊说，“共同缔造”让老旧小区变成幸福家园，

“我也下定决心，脚踏实地干好网格员这个工作”。

持续开展“共同缔造”，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继续用心用情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办好

江夏区武当村是支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建设，从十堰市武当山4个村搬迁而来的，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美
满。图为武当村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嬉戏追逐。 长江日报记者金振强 摄

武昌区南湖街道华锦社区，社区党委书记周林（右三）和党员、居民一起观看共同缔造成果。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摄黄陂区李家集街道的农田里，安装了北斗系统的旋耕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 通讯员曾智 摄

11月5日，湖北省咸宁市
嘉鱼县潘家湾镇四邑村的田
间地头，习近平总书记微笑着
与一位乡亲握手。

看着新闻报道中的这张
照片，80公里外的武汉市青
山区蒋家墩社区，社区干事杜
诚诚回忆起6年前与总书记
握手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
袖人民爱。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六次考察湖北
武汉，多次走进社区，看望人
民群众，对武汉和武汉人民的
关心牵挂溢于言表。

“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
点，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
忧解难”“把生产、生活搞得更
好，把孩子培养好，让好日子
越过越红火”……总书记浓浓
的人民情怀，让湖北人民、武
汉人民欢欣鼓舞。

长江日报记者走访武汉
干部群众，他们纷纷表示，
总书记的关怀和嘱托温暖在
心，将把总书记的深情厚爱持
续化为奋进力量，让生活更上
层楼，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