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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志愿者

爱心义购助农 彰显社会温情
本报讯 通讯员李娟报道：6月29日，赤壁市

志愿者协会“小酒窝”志愿服务队开展爱心助农义
购活动，为农户解决燃眉之急，传递社会正能量。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娴子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的稻田、蛋鸭场等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合作
社内两个品种的鸭子，包括在稻田里养殖了70多
天的武禽10肉鸭和因暴雨影响需紧急售出的产蛋
鸭，均面临销售困境。得知此情况后，“小酒窝”志
愿服务队迅速响应，积极发动志愿者参与爱心助农
义购活动。

通过线上接龙的方式，“小酒窝”志愿服务队在
志愿者群内发起了爱心助农义购倡议。志愿者们
纷纷响应，争相认购。不仅有少量购买表示支持的
志愿者，还有志愿者一次性认购了10只鸭子。特
别是志愿者、赤壁市老五酒店的老板余五民，自己
购买鸭子外，还积极号召餐饮协会义购200多只鸭
子，用实际行动支持爱心助农事业。

当天上午10点，“小酒窝”志愿服务队的志愿
者们抵达中伙养殖户现场。志愿者们迅速进入角
色，化身为销售员、称重员和打包员，协助农户进行
鸭子的销售、称重和配送工作。现场秩序井然，洋
溢着爱与希望的氛围。

参与活动的志愿者方琳表示：“赠人玫瑰，手留
余香。这次义购活动不仅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也
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实践中，锻炼了自己的能
力，更培养了我们奉献爱心的意识。这样的活动非
常有意义。”

据统计，志愿者们共义购了300余只鸭子，为
农户解决了燃眉之急。对此，赤壁市娴子生态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淑娴十分感激，并当场加入
了“小酒窝”志愿服务队，成为一名志愿者，希望以
此回馈社会。

“小酒窝”志愿服务队队长李娟表示：“我们是
志愿者，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此次义购活动旨在号
召社会各界以己之力，助爱之行，传递出社会向善
的温度，为需要帮助的群众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赤壁交投集团党员干部

在哨所为党庆生
本报讯 通讯员李传丽、黄河报道：“今天是党

的103岁生日，我代表集团党委看望慰问坚守防汛
一线的同志，为大家送学，和大家共同庆祝党的生
日。我们要牢记党的谆谆嘱托，坚持理想信念，坚
决打赢这场防汛保卫战。”7月1日，赤壁交投集团
党委副书记、董事聂和平在长江赤壁干堤13号哨
所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上说。

在该哨所，来自赤壁交投集团机关党支部党员
代表、长江赤壁干堤13号哨所党员、九毫堤村党员
代表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全体党员面对党旗，庄严地
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这是我第一次在防汛一线为党庆生，既光荣
又有意义，我将认真坚守岗位，不忘入党初心，以实
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长江赤壁干堤13号哨所
值守党员饶明华表示。

连日来，长江赤壁干堤13号哨所白天党旗飘
扬，晚上灯光闪耀。赤壁交投集团纪委书记谢征瑶
在哨所任带班领导，利用巡堤的空隙给哨所的党员
干部以及九毫堤村党员代表宣讲党规党纪，号召一
线的党员们把防汛工作当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实践阵地。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赤壁交投集团广大
党员干部将继续扛起责任担当，始终心系群众安
危，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党群同心、
干群合力，为长江赤壁干堤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
堤坝”。

国网赤壁供电公司

冒雨送光明 满电迎“汛战”
本报讯 通讯员修照宇、董珂报道：受强降雨

影响，长江赤壁干堤水位呈现持续上涨之势。按照
赤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国网赤壁市供电
公司迅速调集照明线材、防雨照明灯具等相关物
资，出动抢修车辆和抢修人员奔赴长江赤壁干堤，
冒雨为18个固定哨所接电。

6月27日下午3时，暴雨如注。国网赤壁市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们身着雨衣，脚踏泥泞，在树丛里、
大堤上、风雨中穿行，紧张有序地布线、装灯、搭线、
接电。国网赤壁市供电公司赤壁供电所主任王金
平说：“根据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今天晚上8点要
实现18个哨所全线通电，公司出动抢修车辆4台，
抢修人员35人，截至目前，长江（赤壁）干堤18个
哨所已通电15个，我们将加快哨所的通电进度，全
力保障防汛期间哨所可靠供电。”

为强化防汛用电保障，国网赤壁市供电公司根
据实际需求，主动设立了一个以巡查检修为主要职
责的流动哨所——长江赤壁干堤“第19号哨所”，
安排党员服务队队员值班，就近提供服务，打通防
汛电力抢修服务“最后一公里”。

截至当晚21时25分，长江赤壁干堤18个固定
哨所全面实现供电，为大堤巡堤值守提供了照明保
障。国网赤壁市供电公司将密切关注汛情变化，增
派人员对沿堤临时用电设施、接电点处开展特巡，
及时掌握电网运行、设备受损、抢修复电信息等，全
力保障防汛紧急临时照明和应急抢险电力供应。

“邻里党建”激活一池春水

赤壁加快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 通讯员 郑田华

在教育的广袤天地里，他凭着对教育
执着的信念，在平凡而又伟大的岗位上，为
教育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教育
赞歌，诠释了教育的真谛，赢得了学生和家
长的尊敬和爱戴，他就是赤壁市第三小学
教师邓立明。

紧跟时代创新教学
30余年的从教经历，让邓立明经历了

中小学课程改革3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
一直担任班主任和在教学一线的他，顺应
教育课程体系、教育评价体系改变，紧跟时
代步伐，始终在追求学生知识掌握、技能形
成上狠下功夫。把育人目标从“学会”向

“会学”转变，从“掌握知识”向“发展思维”
转变。

他根据学生不同的生活经验、学习成
长规律，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互动和沟通
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同时，注重知识的连
贯性和逻辑性，力求使学生能够深入理解
并掌握所学知识。这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
运用，不仅提高了教学效果，也增强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

关爱学生无私奉献
在邓立明的班级里，每一位学生都能

感受到家的温暖。
2021年秋季，有位转校入学的五年级

学生，单亲、家贫、父子关系不好，且厌学、
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不与外界沟通。
直至2022年6月在校时间累计不到两周，

这两周还是邓立明马拉松式家访的成
果。每次家访他不是睡觉就是玩游戏，根
本不理睬别人。但邓立明从不放弃，仍
想尽办法感化他。随着一次次家访、沟
通、交心，让该生认识到父亲为了生活的
不易，所以更应珍惜宝贵的学习时间。
2022年9月，邓立明终于打开了该生的心
扉，该生开学后真正走进学校，慢慢步入
学习的正轨。

“每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
需要用心去呵护和培育。”邓立明说，他根
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经常与学生
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帮助他们解决
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作为班主任，他深
知传道授业的道理，始终坚持关怀关爱的
人文精神，突出立德树人导向，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教学研究提高自我

教不研则浅、研不教则枯。做研究型
教师，是教师广泛关注和向往攀登的新云
梯。在专业技能方面，邓立明潜心学习钻
研，不断拓宽专业知识领域，提高专业技
能。他经常自费订阅多种教育类刊物，学
习新的教育理念，并在新的教育理论指导
下，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积极探索
和总结规律，做好笔记，坚持在教学反思
中进行深入的再思考和总结，实现理论与
实践的交相辉映、交互融通、相互助力，最
终形成了自己实践与思考的结晶。他的
多篇论文分别在《初中数学教与学》《中学
生数学》《中小学数学》《湖北教育》等刊物
上发表。

用心育桃李 用爱写春秋
——记赤壁市第三小学教师邓立明

○ 通讯员 龚小华

7月2日，赤壁市赤马港街道周画岭社
区网格员石敏，在351国道吕家庄的路牌
前停下，从挎包里掏出自己手绘的“村湾地
图”看了看，精准找到七组独居老人并送去
感冒药。该街道的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
就是用这种“地道”的行为方式把爱走实，
温暖着居民群众的心。

一片药，服侍到口中。3月7日，汪家
堡社区网格员唐梅梅急匆匆地来到博园东
郡小区，给苏梅珍奶奶送药、烧水、服侍吞
下。苏奶奶已有83岁高龄，儿子长期在
外，自己一个人独居在家。唐梅梅是苏奶
奶家中的常客，扶着老人家到医院看病、代
购药品及生活物资、帮忙打扫卫生洗衣晒
被。苏奶奶平时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她这个

“社区孙女”的电话号码，她细致的问候、贴

心的服务让老人倍感温暖。久而久之，社
区的工作人员便都知道唐梅梅在博园东郡
有个高龄奶奶，小区居民也都知道苏奶奶
在社区上班的“孙女”，“社区孙女”的故事
在这一带传为佳话。

一顿饭，陪伴到家中。4月25日，营里
社区的志愿者们开展“一顿饭的陪伴”服
务，上门给独居老人做饭，听老人说说心里
话。余奶奶今年95岁高龄，独自居住在营
里社区十四组，左腰部位严重变形，连走路
都很费劲，更别说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
前几天，志愿者们上门入户，询问老人近期
的身体状况，了解到老人胃口不好，想吃黄
骨鱼炖豆腐，于是，志愿者们就带上老人想
吃的食材上门。刚一进门，志愿者们同奶
奶打了个招呼，就熟门熟路地进了厨房，麻

利地做好了饭菜。看着老人吃得津津有
味，志愿者的心里也是暖洋洋的。一顿饭
的陪伴，虽说是短暂的，但给老人带来了长
久的温暖，让老人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
的关爱。

一碗粥，捧送到手中。6月10日，天刚
蒙蒙亮，大桥社区益家人志愿服务队的“爱
心粥屋”便座无虚席，志愿者们正忙着把熬
好的热粥、煮好的粽子送到环卫工人、独居
老人和残障居民手中。每天清晨六点半开
始，都有将近40人来这里就餐。为保障爱
心粥屋的运营，除自发捐款外，志愿者们分
组采购原料，每天有5人轮流做早餐。

“这个端午节蛮实在，又是粽子又是鸡
蛋。”环卫工人任树英的眼角有些湿润，“感
谢爱心粥屋一直以来的关怀，把温暖送到

了我们的心坎里。”
“环卫工人来得早，我们就要更早，最

迟五点半到。”志愿者陈金娥说。
“爱心粥屋”成立6年来，像陈金娥这

样的志愿者，从最初的30余名已经发展到
了700余名，累计免费提供了73000份爱
心早餐。志愿者的爱心如泉水长流，涓涓
不息，滋润温暖着大家的心田。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赤马港
街道党工委书记宋武先表示，服务下沉
要从点滴做起，从居民的衣、食、住、行入
手，着力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只有脚
踏实地，久久为功，才能让动人的场景、
温馨的画面像鲜花一样在辖区社区、村
湾屋场不断绽放，稳步推进和谐温暖街
道的构建。

爱心传递，从每一口温暖开始
○ 通讯员 魏婕 钟凌凌 汪瑞芝

延伸党组织触角，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党群服务
阵地，把群众有效组织、动员、凝聚起来。

全面推进邻里中心建设。充分运用公服用房、小
区架空层、老旧改配建房等资源，通过“腾、租、买、建”
等方式，因地制宜建成区域性小区（村湾）邻里中心
210个，让居（村）民活动有阵地。

构建“15分钟近邻服务圈”。将群众需求与阵地
服务功能精准结合，合理设置邻里议事厅、日间照料
室、幸福食堂等功能室，完善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病有
所医、食有所安、居有所乐、事有所办的特色服务功能，

为居民解决儿童课余辅导、高龄老人养老、青壮年就业
等在内的一系列生活需求。华舟社区、桂花树社区的
幸福食堂，夏龙铺社区、芙蓉村的“四点半学堂”，北街
社区的“一站式服务”，获得群众的普遍认可和赞赏。

资源共享激发“新”动能。对外开放136处邻里中
心，融合暖“新”驿站功能，定期开展“送清凉”“送温
暖”、安全培训会等赤心连“新”系列活动。探索“社区
需要，小哥报到”制度，开展“问题发现随手拍”“生活垃
圾随手带”等行动，引导全市565名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融入城市基层治理大格局。

打造“近邻”活动阵地 筑牢“邻里圈”

赤壁市利用社区（村）熟人社会的“近邻”优势，构
建“两长四员”“睦邻”组织体系，凝聚基层共治合力。

优化基层治理单元。统筹考虑规划布局、服务质
效、群众意愿等因素，在全市187个社区（村）以小区
（村民小组）为基础，依托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经济生
态等科学划分为908个网格，以居住临近的10－20户
左右划分为3145个“邻”，推动实现网格治理精细化。

缩小问题解决半径。推选908名社区（村）两委干
部、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担任格长联系“一格”，3145名小

区党支部委员（村民小组长）、业委会成员等担任邻长联
系“一邻”，把居民群众“烦心事”“闹心事”有效解决在微
网格中，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村）。

充实网格治理力量。坚持党员干部带头、发动群
众参与，充分发挥格长、邻长作用，推选7321名居（村）
民志愿者、在职（退休）人员担任群众身边的政策法规
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社情民意联络员、公共事务
监督员，引导群众基于共同环境、共同情感和共同利
益，在邻里之间开展协商共治。

构建“睦邻”组织体系 织密“邻里网”

以“睦邻”文化为引领，深化“五邻”品牌，让治理有
温度、邻里更幸福。

“邻里圆桌会”推动决策共谋。通过“邻里圆桌会”
建立邻里议事协商机制，充分发挥党组织核心引领作
用，广泛发动下沉单位、党员群众代表等共同参与，有效
破解居（村）民急难愁盼问题。今年，已召开“邻里圆桌
会”921场，收集问题1278个，成功解决问题1100个。

“邻里帮帮团”推动发展共建。积极挖掘“有能力、有
威望、有公心、有热情”的“邻里能人”，分类成立能工巧匠、
环境整治等“邻里帮帮团”438个，开展邻里服务743次。

“邻里微管家”推动建设共管。组建3145名“邻里

微管家”队伍，深化“四个一”工作法，探索形成“王婆婆
工作室”“黄丝带”敲门组、“鲍姐工作室”等一大批深受
群众认可的“邻里微管家”自治品牌。

“邻里好榜样”推动效果共评。通过组织群众开展
“最美庭院”“最美志愿者”等系列评选活动，选树群众
身边的“邻里好榜样”，加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邻里文化节”推动成果共享。将“邻里文化节”作
为培育邻里关系的切入口，常态化举办百家宴、趣味运
动会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邻里活动600余场，拉近邻距
离、串起邻里情。

做实“五邻”服务品牌 激活“邻里情”

今年以来，赤壁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认真践行共同缔造理念和方法，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大力推进“邻里党建”工作，构建“睦邻”组织体系，打造“近邻”活动阵地，做实“五邻”服务品牌，加快
构建“组织有力、邻里有爱、治理有效、和谐有序”的基层治理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