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基层自治的“领头雁”，带领村民
共建共治共享；她拓宽阵地整合资源，促进
乡村产业振兴、社会和谐，用巧心慧思建好
村民的温馨港，让赤壁中伙铺镇洪水铺村上
榜咸宁市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她就是洪
水铺村妇联主席漆继珍。

昔日贫困村蜕变到如今的示范村，村民
们说，这源于村里有位好干部漆继珍，她把
每一项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成了村民心中

“细心服务的好干部”。
11月5日，记者行走在赤壁市中伙铺镇

洪水铺村的道路上，平整干净的彩虹路，独
具特色的彩绘墙体，美丽的村居环境、错落
有致的景观给人一种宁静和闲适感。这一
切变化离不开漆继珍的付出。

2017年，怀着回报家乡的志向，在福建
打拼多年，事业有成的漆继珍回到家乡，当

选村妇联主席。
上任伊始，看着村里落后的局面，漆继

珍千方百计想改变现状。她凭借在福建积
累的打工创业经验，组织洪水铺村掀起了一
股“织渔网热”。她说，村里的妇女们干活都
比较耐心细致，很适合做手工织渔网工作，
又能增加家庭收入。

织渔网是漆继珍率先在村里传授给姐
妹们的手艺，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很多妇女
同志加入其中，乐在其中。

前不久，洪水铺村30余名织网能手齐聚
一堂，相互切磋技艺，一场别开生面的渔网
编织大赛拉开序幕。

随着比赛哨声响起，只见参赛选手们
穿针引线、织梭飞舞，忙碌而有序地编织手
中的每一根渔网线，围观人群中发出阵阵喝
彩声。

村民郑莉莉取得了当天编织渔网比赛
一等奖，她表示：“非常感谢漆姐姐给我指引
了一条合适的致富路，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
值，对人生充满了希望。”

在漆继珍的引领下，洪水铺村组建了自
己的织渔网手工作坊，先后带动本村30多名
妇女就业，每人每月工资4000多元，年创收
60多万元。

在带领村民致富的同时，漆继珍还特别
注重平安乡村建设。

“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是漆继
珍在调解工作中始终遵循的原则。农村工
作复杂琐碎，往往是“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
针”，很多矛盾纠纷都落到村一级来。

前不久，村民张某因家庭琐事与丈夫

发生纠纷。漆继珍了解情况后，不顾深夜
路黑，第一时间前往其家中，做好情绪疏
导工作，将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
状态。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处理家庭矛
盾非常棘手，漆继珍充分发挥妇女“娘家
人”作用，用心倾听，耐心地调解起张某婚
姻家庭矛盾纠纷。她本着以和为贵的宗
旨，普及了《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从女性角度积极与当事
人共情，再从家庭和谐稳定、子女成长、夫
妻互谅互让等方面进行耐心细致的分析、引
导、劝解，以春风化雨的柔性力量，让调解
入情入理。

通过调解，张某情绪逐渐稳定，态度有
所转变，表示在以后的生活中将主动沟通、
相互理解、珍惜生活、关爱孩子。

漆继珍凭借真心和宽容，耐心细致调解
工作，架起了与村民心灵相通的桥梁，村民
们遇到难事、烦心事，都愿意找她倾诉，有纠
纷就找她调解。

自任村妇联主席以来，漆继珍共调处婚
姻、邻里、土地、赔偿等各类矛盾纠纷100余
件，调解成功率达100%，在调解工作中做到
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洪水铺村也
多次被评为赤壁“平安建设先进村”“社会综
合治理先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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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为媒促反诈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程琳

10月21日，咸安区温泉街道岔路口社区在
太平洋影城播放反诈骗电影《孤注一掷》，组织“桂
乡管家”、党员、志愿者、居民群众等60余人免费
观影。

观影前，社区民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简要讲
解了网络类诈骗、刷单返利诈骗、“杀猪盘”诈骗等
常见电信诈骗的特点和危害，提醒观影群众谨记
反诈骗求助热线96110。

《孤注一掷》以真实的网络诈骗案例为背景，
节奏紧凑将境外网络诈骗的全产业链揭示在观众
面前。影片以程序员潘生和模特安娜为主角，讲
述了他们被高薪招聘引诱出国淘金，却陷入境外
诈骗工厂的陷阱，诱骗无数个家庭支离破碎、家破
人亡的故事，影片情节跌宕起伏，让观众一直处于
紧张的氛围中。

近期，社区在小区邻里驿站开展反诈宣讲，
结合播音喇叭等多种方式开展反诈工作。通过
发动辖区“桂乡管家”，以点带面进行反诈宣传，
社区网格员联合党员、志愿者发放、张贴“反诈灵
魂八问”宣传单页600余份，入户签署反诈骗回执
单2800余份。

据介绍，岔路口社区将继续在反诈工作中深
耕细作，做好反诈工作，保辖区居民的平安。

与你同行与你同行

11月6日，走进赤壁市中伙铺镇罗县
村五组，挖土机正在忙碌作业。原来杂草
丛生、抛荒多年的土地被整理成“田成方、
沟成渠、路成网、旱能灌、涝能排”的成片良
田，令人耳目一新。

“叶卫平、王雷明、叶东风和叶东林是
我们村的村民，他们流转了全组的50多亩
土地，计划成立家庭农场，合作经营，一起
进行蔬菜和藕带规模化种植。”据罗县村党
总支负责人介绍，他们思想和行动的转变
来自于一个身边党员的启发，他的名字叫
徐胜方。

徐胜方是罗县村 5 组的“邻长”，也
是一名退伍老兵。2021年，他离开上海

回家乡创办赤壁山水祥源实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他经常在田间地头和村
民畅聊，主动为他们提供农业规划与技
术指导，点燃了不少村民“干点事业”的
想法。

去年以来，罗县村党总支优化基层治
理单元，划定临近区域为一个“网格”，“格
长”由村“两委”干部担任；居住临近的10
至20户村民划分为“一邻”，“邻长”由组内
的村民代表等人担任，日常注重挖掘“两长
四员”作用。他们冲锋在前，成为联系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

“邻长”徐胜方在得知叶卫平等4名村
民希望通过流转土地提升收入时，主动为

他们送规划、送技术、送营销、送信心，并积
极向相关部门争取政策支持，成为推进乡
村振兴的模范代表。

在徐胜方的引领和帮助下，目前叶卫
平四人流转的50多亩土地已完成平整，接
下来，将在藕带套种鱼类方面引进新技术，
有望通过独特的种植技巧和精心的管理，
形成规模化种植、养殖，逐渐摆脱单一农业
生产的困境，开启多元化收入来源，发挥示
范带动效应。他还计划帮村民们组建农业
合作社，确保产品的市场对接和销售渠道
畅通，提升村民生产的积极性，也增强村民
的集体合作意识。

“徐胜方人很好、见识广，帮我们精心

策划，教我们市场如何运作，他真是我们的
好老师，也是我们致富的好帮手。”村民王
雷明感激地说。

“很多村民年龄大了，他们有闲置土地
和发展家乡的热情，但缺少好的机遇和带
动。作为一名党员和‘邻长’，我尽最大力
量给予指导和帮助，希望能真正帮他们致
富增收。”当问到为什么愿意做这些事情的
时候，徐胜方充满自豪地说。

退伍老兵徐胜方

干事创业助增收
通讯员 龚小平 王世刚 毕姣姣

11月4日晚，万家灯火中，咸安区永安
街道西大街社区水厂宿舍小区老人张桃英
坐在自家客厅，拿出一个装满毛线的纸箱，
熟练地架起针，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衣。

张桃英今年80岁，头发花白，精神矍
铄。她原本是一名幼儿园园长，退休后赋
闲在家。

前段时间，张桃英刚刚把亲手织的帽
子送给了社区志愿者。由此，她也完成
了自己的第一个小目标：给有需要的人
织帽子。

在张桃英的手边，总能看到织毛衣用
的针和线。她的卧室里，囤了不少五颜六
色的毛线；衣柜里，也有一块地方专门放织

好的毛衣。这些毛衣颜色各异，花纹不一，
大小不同。随手拿起一件，舒适厚实，拎在
手里沉甸甸的。

“平时也没什么事，一个礼拜能织好一
件，是力所能及的‘小事’。”张桃英说。

80岁高龄的张桃英为何如此执着于织
毛衣？“退休后我还能做什么呢？天冷孩子
们要穿暖和，我给儿子、女儿、孙子们织了
几十年毛衣，干脆就继续织！”老人说，织毛
衣是她的一大爱好，平时也会织一些毛衣
送给街坊邻居的孩子。

提起孩子，张桃英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语气也轻缓起来。“做了40多年幼儿园园
长，教育了多少孩子，我自己也记不得了，

但是喜欢孩子、爱孩子。”张桃英担任幼儿
园园长时，凭借着认真和热情，在当地小有
名气，“在永安街道上走，总有人叫住我，说
他（她）是我的学生。”

披肩、毛衣、连衣裙、鞋子、袜子等成品
都是张桃英近年来比较得意的作品，而这
些作品随着街坊邻居的穿着，自然也就成
了张桃英编织手艺的“活广告”。久而久
之，张桃英的编织手艺在小区里颇有些名
气，经常会有同样对编织有兴趣的邻居慕
名而来，上门讨教切磋。

邻居陈育华说：“我原来都是从网上
看，知道张大姐也爱好，就找她一起探讨，
有时候我不会了就来找张大姐学。”

除了能穿在身上、披在肩上和戴在头
上的针织品，张桃英还不断创新思路，编
织出了工艺摆件等极具观赏性的手工艺
术品。

张桃英常说，她要活到老、学到老，不
断让自己的作品推陈出新、紧跟时代。正
是因为拥有了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
追求，才使张桃英能够在退休多年后依然
保持着创造力和年轻态。

“每当我完成一件，我心里就很高
兴，感觉有成就感。跟这些老姐妹们每
天在一块一针一线地编织，说说话，高高
兴兴的，我觉得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张
桃英说。

小区老人张桃英

一针一线传递爱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徐鹏 彭丹 谭微

志愿服务暖民心
本报记者 黄柱 通讯员 邓萍萍

为提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幸福指数，进一步
建立健全关爱老年人工作机制，10月29日，赤壁
市蒲圻街道西街社区向日葵社会服务中心联合铁
山社区党组织，走进铁山社区廉租房小区开展“关
爱零距离 情暖老人心”志愿活动。

“今天的活动真好呀！又是送洗衣液又是送
棉衣，还能免费理发、磨刀。”“最近一直想去医院
测血压的，没想到今天在家门口就能测。”……居
民们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活动现场，有义诊、义剪、免费磨刀、政策宣传
等各类服务。爱心企业河北美如月日化有限公司
捐赠的120瓶洗衣液及爱心志愿者邓金华捐助的
70件秋冬服装现场免费发放。

随后，党员志愿者入户走访，对小区孤寡、病
残、特困老人进行慰问。走访中，党员们与老人耐
心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细
心询问老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为他
们送去慰问品，叮嘱他们照顾好身体，特别是天气
逐渐转凉，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防寒保暖，以实
际行动关心和关爱老人。

禁毒宣传进小区
本报记者 黄柱 通讯员 张和群

10月25日，赤壁市蒲圻街道社区戒毒康复
中心联合斋公岭社区，开展“禁毒宣传进小区 网
格服务零距离”活动。

当天，在暖阳的照射下，禁毒专职社工与社
区网格员们走进小区，亲切地与老人们打着招
呼，并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言语，
认真解读禁毒法律法规；详细介绍常见毒品、新
型毒品以及易让人成瘾物质的特点、危害和防范
技巧；呼吁老人们积极向家人、邻里、朋友们宣传
科学禁毒知识。

同时，工作人员提醒老人们要加强自我保护
意识，不要轻信陌生人的奇怪要求，不要轻易尝试
毒品等，如果遇到家人朋友遭受毒品侵害，应及时
报警或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

“以前总觉得毒品离咱很远，没想到现在的
毒品这么会骗人，不但害自己，还祸害家人，那
肯定要坚决抵制！”现场有位56岁的居民余金
保，她一边认真地听禁毒社工讲解，一边拿起手
机把禁毒宣传彩册拍下来，说要将图片和宣传资
料分享给正在读大学的孩子，让孩子也提高防
范意识。

文化演出进基层
本报记者 黄柱 通讯员 宋红 李慧

11月 5日，赤壁市中伙铺镇董家岭村联合
赤壁市文联开展“乡村振兴·文化惠民”文艺演
出活动，为党员群众送上了一道丰盛的精神文化
大餐。

演出在开场鼓《中国范》中拉开帷幕。由赤壁
市星光歌舞艺术团和赤壁市彩虹印象志愿者文艺
队带来的舞蹈《爷爷的脚盆鼓》、歌曲《我们的祖国
歌甜花香》、小品《小港治理就是好》、葫芦丝演奏
《月光下的凤尾竹》等十多个节目轮番上演。舞台
上，演出精彩纷呈，贴近基层群众生活，真正做到
了文化惠民，为百姓幸福生活“增色”。舞台下，男
女老少欢聚一堂，掌声此起彼伏，尽情地享受一场
视听盛宴。

此次演出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同时也将党的好政策、
好举措送到群众身边，让群众在喜闻乐见的演出
中有所收获。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中伙铺镇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紧贴群众需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农家书屋等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盛宴”，促进
乡村文化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