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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处挂着“小区党支部”的牌子，
墙壁上醒目的党徽两侧，张贴着“一个支
部一座堡垒”等标语。这个“标准”的党员
活动室，不在机关单位，也不在企业高
校，而是在居民小区内的六角凉亭中。

这是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西门
里社区西双河小区党支部所在地。小小
凉亭，既是小区党支部组织活动、学习
理论的阵地，更是小区党员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的窗口。

城市居民生活离不开小区。今年
初，长春市发布《关于加强居民小区（楼
院）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鼓励以小
区为单位，开展党组织建设。

建立小区党支部，首先要解决活动
阵地的难题。阵地应该就在群众身边，
什么地方是老百姓喜欢去、经常去的？
西门里社区党委书记奚刚想到了西双
河小区中间的绿化景观带。

三年前，西双河小区的6栋楼之间，
混杂着自行车棚、车库、幼儿园。2017年长

春市旧城改造期间，拆除了这里的违章建
筑，改造了地下管网和楼房外立面，在小
区里种植了 200 余棵乔灌木、数千株花
卉，搭建了木制长廊，摆放了健身器材。

老旧小区内有了远近闻名的街景
花园，成了社区居民闲暇遛弯、聊天的
好去处。

能不能在绿化景观带里建一个凉
亭，把党员服务群众的阵地延伸到群众
家门口？今年5月，通过申请利用服务群
众专项经费，凉亭建了起来。吸纳了社
区的两个网格党支部，拥有20名党员的
西双河小区党支部有了家门口的阵地。

76岁的退休干部石岩1969年入党，
2004 年退休之后，总感觉组织活动“不
解渴”。随着凉亭投入使用，石岩出家门
走几步就到了党支部，退休16年后再次
有了强烈的组织归属感。

有了凉亭，西双河小区党支部可以
随时随地搞活动、学理论。71 岁的小区
党支部书记刘媛说，今年以来主要组织

党员线下自学理论著作和重要讲话，但
集中学习可以随时启动，党员出家门、
进凉亭，就能交流学习感受。

西双河小区没有物业，小区党支部统
筹兼顾了业主委员会的工作。凉亭就在小
区中间，老百姓有问题直接进来反映。

74 岁的企业退休干部孙维明 1974
年入党。“退休之后回家了，还有点失
落，觉得自己没啥用了。”现在，孙维明
每周在凉亭里值班，服务群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孙维明等
8 位党员组成了治安小分队，走街串巷
宣传防疫注意事项。小区封闭管理的时
候，刘媛等10位党员在小区出入口义务
站岗，为进出的居民测体温、登记。

有居民问：“你们站岗赚多少钱
啊？”小区党支部成员说：“我们是党员，
义务站岗，不要钱。”老百姓听了都点
赞，还送来热水、姜汤。“这个时候群众
就能感受到党员在我们身边，基层党组
织的作用就真正发挥了。”刘媛说。

凉亭里的党支部
褚晓亮 姚湜

6月11日，84岁的葑南路社区居民吴思勤（左）收到了社工王
林英接力送来的配餐。

今年5月下旬，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爱心厨房”正式
揭牌运营，当地通过“爱心企业＋社区社工＋爱心志愿者”的接力
模式，为社区老人提供从厨房到餐桌的“点对点”供餐服务，让老
人足不出户可享受助餐服务，方便社区老人的生活。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支起三脚架，固定好手机，打开
直播软件……几乎每天一早，吴连军
就来到他熟悉的铁匠铺，进入“直播
模式”。这里是一个具有“年代感”的
空间，脚下的硬土地面坑坑洼洼，正
中是红砖砌成的火炉，墙上、地上和
各种家什上面到处都是被烘烤过的
黑漆漆的痕迹。

“老铁们在不在？想要啥铁器就
吱声，我老吴打好给你们送家去。”老
吴嗓音洪亮，只见他笑眯眯地一边与
网友互动，一边拿起铁钳夹住铁坯，
伸进炉火中将铁坯烧得红彤彤的，
随后放在锈迹斑斑的空气锤下面锻
打，发出咚咚的响声，地面随着他一
下下的锤打动作微微发颤，不一会儿
的工夫，斧头的模样从铁坯里一点点
呈现出来。

这家位于辽宁省盘锦市田庄台镇
的铁匠铺是当地的老铺子。40年前，吴
连军的父亲开了这家铁匠铺，生产镐、
镰、锄、斧、锹等工具，靠着祖传的锻造
技艺，吴连军父子逐渐在当地赢得了

“买好刀就找吴铁匠”的好口碑。
“我从小就学习打铁。记得父亲教

我练习的时候，会选一块木板，上面摆
上一颗钉子，让我挥动大锤去砸，打透
了翻面再砸，这样才一点一点练好了
基本功。现在打铁虽然不用完全依靠
人力了，但要追求细节，小时候的基本
功还是很有用。”老吴说。

铁匠老吴的直播生活开始于今年
2月。“新冠肺炎疫情一来，俺们停工了

一个月。”老吴告诉记者，他发现人们
宅在家里喜欢摆弄手机看直播，于是
就跟着儿媳学。尽管已经57岁了，但是
他却学得挺快。网友们觉得打铁新鲜，
看的人还真不少，没想到真火了起来。

“哎呀！现在每天从早到晚紧忙活，每
天都能接到七八十件订单，活儿比疫
情之前还多。”老吴说。

尽管已近花甲之年，但老吴看起来
很年轻，穿着红T恤、牛仔裤，身上挂着
皮围裙，一副活力十足的样子。在直播
的手机前，他一边熟练地操作手中的打
铁家什，一边不时地冒出一些自己编的

顺口溜，“老头不忘初心，打铁很认真。
传承匠人精神，老来焕发青春。”

就是靠着一份匠心，老吴在直播
平台上已有近3万个粉丝，每次直播都
有网友点赞下单。老吴根据网友们的
需求，提供“私人订制”打铁服务。

直播中，老吴的儿媳有时也会站
在手机前，替网友提出问题，老吴则边
打铁边和网友们互动。“网上识货的太
多了，只要做好良心刀，就不怕没有销
路。”老吴的铁具原本就在十里八村
卖，如今通过网络直播已经卖到了全
国各地。

“玩”直播的铁匠老吴
陈梦阳 邹明仲

盛夏七月，青海省西宁市城
西区古城台街道的爱老幸福食
堂恢复往日的热闹场景。79 岁
老人刘长宁带着饭盒，早早地来
到爱老幸福食堂排队。

花上不到 10 元钱，就能吃
上热腾腾的午餐。爱老幸福食堂
是西宁市近年来破解老年人“吃
饭难”开展的一项重点民生工
程。受疫情影响，西宁市爱老幸
福食堂关闭 160 多天后，7 月 1
日起陆续恢复供餐。

配餐车从中央厨房到小区
食堂，只要短短几分钟。保温箱
打开的一瞬间，饭菜的香味扑鼻
而来。刘长宁一边和邻居唠着邻
里家常，一边熟练地刷卡点餐。

“离上次在食堂吃饭已经
100 多天了，还挺想食堂的饭
菜。”刘长宁和记者分享食堂重
启后的喜悦。老伴去世、4 个子
女忙于工作不在身边，刘长宁成
了城市里的空巢老人。吃饭，这
件寻常小事却成为她生活中的
难事。

“中午做一顿饭，吃不了的
剩饭就留着当晚饭吃。疫情期间
食堂关门，一顿饭从买菜到做
饭，来来回回得折腾大半天。”刘
长宁说，一来二去，吃饭对于她
来说就成了凑合事。

据食堂工作人员介绍，此次
开放后，食堂除了采取消毒、测
温等日常防疫措施外，只允许打
包。同时，老人们的助餐补贴也
有所提高，60 周岁以上特殊困
难老人的助餐补贴提高到5元，
80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助餐补贴
提高到3元。

一荤两素一碗汤只花了 8
元，打包饭菜的同时对工作人员
的感谢一直挂在刘长宁的嘴边。

“疫情防控需要，不能堂食只能
外带，我也赶着吃个热乎饭。”打

完饭菜来不及道别，刘长宁便匆
匆离去。

红烧肉、鱼香茄子、清炒菜
心、青笋肉片、紫菜蛋花汤，原本
10 元的饭菜搭配，家住量具厂
家属院的郭锡来却只花了5元。
66 岁的郭锡来是失独老人，属
于 60 周岁以上的困难老人，他
可以享受每天每餐 5 元的饭菜
补助。

“我是这里的常客，食堂订
餐方便、实惠。这里的家常菜清
淡、绵软适合老年人的口味。”郭
锡来说，虽是一个人住，但是每
天和社区其他老人朝夕相处，也
能在家门口吃到可口的饭菜，心
里暖意融融。

短短一个多小时，食堂卖了
79份饭菜。一会招呼老人，一会
联系中央厨房抓紧加菜，负责食
堂运营的餐饮公司总经理唐弘
峰忙得不可开交。“本来今天只
准备了 30 多份饭，没想到老人
们的热情这么高涨。”唐弘峰说。

2019年8月，唐弘峰的餐饮
公司承接了西宁市城西区古城
台街道9个爱老幸福食堂的运营
工作。“参与养老民生工程是件
光荣的事，也有利于我们企业的
成长。”唐弘峰介绍，公司建设中
央厨房花费50多万元，其中政府
补助30多万元，优先供应老年餐
的同时也接待普通的团餐客户。
这样即参与了养老公益事业，也
有效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

据介绍，目前，西宁市已经
建成中央厨房 25 个，社区爱老
幸福食堂及助餐点143个，每天
平均为6000多名老年人提供配
餐助餐服务。下半年，西宁市将
会新增7个中央厨房，36个爱老
幸福食堂、40个助餐点，这将切
实满足西宁市30多万老年人的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爱老食堂 重启幸福时光
解统强 李宁

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
市，说起“老崔党建工作室”，很多人竖大
拇指。几年来，“老崔党建工作室”成为延
吉市推进非公党建的一张名片。

“老崔党建工作室”位于延吉市建
工街道，负责人老崔叫崔秀恩。说起非
公党建工作，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老
崔就打开了话匣子。2015 年，从延吉市
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岗位退休后，崔秀恩

“想发挥余热”，在建工街道聘请下，开
始担任街道非公党建指导员，并成立

“老崔党建工作室”。
走进“老崔党建工作室”，300多平方

米的办公场地宽敞明亮，墙上挂着街道
模型图，上面插着一面面小红旗。“88面
红旗，代表了88个非公党组织，大部分是
这几年成立的。”老崔略带自豪地说。

延吉市非公企业多、社会组织多，非
公党建工作任务重。老崔上岗不久，就明
确了自己的角色——指导员和联络员。

他对非公党建有自己的思考。“一些非公
企业和社会组织想向党组织靠拢，但不
知道去找谁。”老崔说。

工作室成立后，老崔就开始马不停蹄
往企业跑。哪家企业几个党员、哪家企业
有党支部……没过多久，老崔就对街道内
的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摸清了底数。在实
际工作中，老崔摸索出非公党建七步法、
三访四问五讲等实用方法。这几年建工街
道非公党组织每年都增加十几家。

“老崔善于跟企业打交道，企业也认
可老崔。”延吉市建工街道党工委书记崔
峰说。几年间，“老崔党建工作室”探索资
源联用、难题联解等机制，建立非公党建
指导中心，实实在在帮企业解决生产用
工、项目对接和社会事务等难题，成了街
道与企业间的“桥梁”。

欧尚家居楼宇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陈立彬说，在“老崔党建工作室”指导帮
助下，企业党员从2015年的3名增加到

现在的38名，一些管理骨干成为党员，
一些党员成为管理骨干。企业还设立了
党员示范商户，爱岗敬业、诚信服务的
氛围越来越浓，党建成为企业发展的

“红色引擎”。
“抓党建，要让群众感受到实在效

果。”老崔说。在建工街道的“党建服务一
条街”，街道两侧许多商家挂着“家门口
的党群服务站”牌子。这些服务站设有便
民服务区，免费提供手机充电、矿泉水、
座椅休息等服务。享受到服务的外卖小
哥、环卫工人和过路群众，都对党群服务
站拍手称赞。

疫情发生后，让老崔感动的是，大批
非公党组织带领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冲
在抗疫一线，调配物资、捐款捐物、上岗
执勤，成为一道特别的风景。这些天，老
崔忙着张罗一场非公企业复工推介会，
选场地、定时间、发广告。他说：“加班加
点，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非公党建名片”诞生记
宗巍 陈汀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
宇 通讯员 周芳 刘长妹）6 月
24 日，端午节到来之际，绥宁
县社会各界人士自发组织对敬
老院老人开展慰问，在“神奇
绿洲”掀起了一股敬老爱老的
热潮。

洞口博雅房地产公司老板
刘永昌是绥宁县金屋塘镇岳溪
村人。当日，刘永昌派员给金
屋塘敬老院送来了55英寸电视
机一台、落地风扇 3 台，此外还
有牛奶、大米、食用油、粽子、西
瓜、猪肉、鸡、鸭、鱼、时令蔬菜
等物资，总价值1万余元。该公
司还出资组织员工与敬老院老
人共进晚餐，给老人送上节日
的祝福。

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
党坪学校的师生一行36人来到

党坪敬老院慰问老人，送来粽
子、咸蛋和西瓜等物资，并为老
人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慰问
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同日，一位不愿留名的爱心
人士也给党坪敬老院送来鸭子
和粽子等食物。后经党坪敬老
院负责人追寻，确认这位爱心人
士为当地一名返乡创业的归国
留学生。得知真情后，党坪敬老
院全体老人非常感动，含着热泪
一起为这名优秀青年唱响了《我
的中国心》。

“绥宁素有敬老爱老传统。
今年端午节前夕，我县近 30 个
敬老院都有社会爱心人士前来
进行慰问。作为一名民政工作
者，我感觉我们的力量十分磅
礴。”绥宁县民政局一名相关负
责人表示。

绥宁：爱心如潮涌向敬老院

6月9日，在辽宁省盘锦市田庄台镇老吴头镰刀厂，吴连军直播卖斧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