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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党建

近年来，永善县积极引导离退休老干
部继续发挥余热，老干部们离岗不离党，
退休不褪色，活学活用“五种手法”（笔触描
绘美景、镜头聚焦新貌、文字记录发展、经
历讲述变化、活动展示风采），讴歌党的伟
大事业，描绘新时代精神风貌、呈现家乡
发展变迁，描绘群众幸福生活、表达人民
美好愿望、寄托爱党爱国之情，充分展现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
貌，为推动永善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献银发力量。

巧用笔触技法，描绘家乡美景

为丰富离退休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
永善县委组织部及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
期组织城区部分离退休干部、县老年大学
学员、县老年书画诗词协会会员，开展

“进乡村、看变化、展风采”书画采风创作
活动。活动期间，大家先后到明子山乡
村振兴先导工程、云上马楠、玉笋新村、
伍寨彝族苗族乡等乡村振兴示范点实地
参观，感受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取得的新
成效、新变化，并即兴挥毫泼墨，把对党、
对祖国和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凝聚笔端，
用笔墨歌颂成就、用丹青传递情意，展示

了离退休老干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的精神风貌和不忘初心跟党走的坚定信
念。同时，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创文创卫以及元旦、春节、重阳节等重大
主题和节庆日，以“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
征程 永远跟党走”“话传统 谈复兴 聚
力量”等为主题，策划举办了一系列书画
作品展，展出楷书、隶书、行书、草书、篆
书、山水画、花鸟画等各类书画作品 300
余幅。

活用广角镜头，聚焦家乡新貌

为满足老干部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永善县老年大学联合县文化馆举办
离退休老干部手机摄影和视频拍摄培训
班，邀请专业老师就如何选取拍摄对象、
如何构图、如何运用好光影景深等技巧进
行专题培训，参训学员们纷纷拿出手机，
透过镜头进行实操，老师通过大屏投影，
对学员们的作品进行一一点评。学员们
纷纷表示，培训班给离退休老干部搭建增
进友谊的平台，提供了交流学习的机会，
满足了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需
求，以摄影摄像为载体，用手中的镜头，生
动讲述永善故事，客观记录永善变迁，全
面立体展现永善风土人情，创作出了一批
好的摄影作品和短视频，让更多人了解永
善、走进永善、爱上永善。同时，开展“聚
焦家乡变化、感受时代发展”及“话传统、
谈复兴、聚力量”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征集

活动。用镜头记录永善的发展变化及新
时代离退休干部发挥余热的感人事迹。

“在创作和收集作品的过程中，我收获了
快乐，愉悦了身心，增长了见闻，见证了新
时代永善县城乡发展的巨大变化。”一位
参加活动的退休干部表示。

运用质朴文字，记录家乡发展

“永善是我可爱的家乡，在永善工作
生活了50多年，绵绵乡情难以割舍。虽然
退休后居住在昆明，但时时都关注着家
乡的发展变化。前两年，受邀回老家走
访了县城和一些乡（镇），亲眼所见家乡
面貌大变样，令人欣喜振奋……”近日，
永善县委老干部局收到一位在昆明生活
的退休老干部回乡后所写的见闻。字里
行间，老人细数了近年来家乡在城市建
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巨
大变化，更是为自己作为一个地地道道
的永善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永善县在调
研中发现，当地活跃着一支热爱生活、追
求艺术、乐于创作的老干部队伍，他们的
文学创作，不仅丰富了老干部的精神文
化生活，更为永善文艺队伍的壮大和文
化事业的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引导离退休老干部中的文学爱好者进
一步发挥优势，传承优秀文化、传递正能
量，永善县驻昆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及驻
昆离退休干部协会有计划地组织离退休
干部回访永善，并开展了“我看脱贫攻坚
新成就”等活动，让老干部将自己的所见

所闻、所思所悟，通过抖音、微信、简报等
方式，记录家乡发展，宣传推介永善。永
善县委老干部局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
工作，争取县委宣传部、县文联等部门支
持，积极为离退休老干部搭建交流平台，
以廖天云、陈永明等为代表的退休老干
部，一直致力于文学创作，所创作的诗
歌、散文、小说、剧本等，在国家、省、市刊
物发表，他们先后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
中国戏剧文学奖、云南省政府文学奖等奖
项，出版《心灵的守望》《故乡那头是乡愁》

《时光的背影》《天云剧作选》《山魂》《戏剧
边声》等作品集，并先后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
戏剧文学学会、云南省作家协会。

善用亲身经历，讲述家乡变化

“各位父老乡亲，我叫汤云贵，1975年
8月，我从部队退役后，主动申请到永善县
团结乡双河村支援地震灾区建设，之后放
弃回昆明安置工作的机会，毅然决定留了
下来。2006 年，我从县人大常委会退休
后，一直力所能及地参与公益事业和志愿
服务。作为一名退休干部，我在永善工作
和生活几十年，这些年亲眼看到这个曾经
名不见经传的江边小城，摇身一变成为远
近闻名的水电新城。以前，老百姓走的是
泥泞小路，上学、看病得翻山越岭。现在，
平坦宽阔的水泥路进入乡村；曾经，老百
姓种地一年才勉强吃得饱，如今，老百姓
依靠种植特色水果增加了收入，鼓起了

‘钱袋子’，大家吃得好、穿得美、玩得开
心，还住上了新房，这一切都得感谢党和
政府……”近日，在永善县开展的乡村振
兴感恩教育宣讲活动上，永善县退休干部
第一党支部书记、县“五老”宣讲员汤云贵

以《幸福感恩共产党 吃水不忘挖井人》为
题，结合亲身感受和经历，讲述第二故乡
的变化。2023年以来，永善县“五老”宣讲
团联合县处级干部退休党支部、县金江余
晖志愿服务队、县新春文艺团，采取乡村
夜话、座谈交流会、专题讲座、文艺演出等
形式，深入机关、乡村、社区、学校、敬老
院、易地搬迁安置点，开展“心怀感恩之
情、助力乡村振兴”“关爱明天、普法先行”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法治宣传，护航青
春伴成长”等宣讲活动120余场，惠及10万
余名党员干部、师生和群众。

开展各种活动，展现家乡风采

“我退休后没事都会来这里学习、健
身、娱乐，现在这里的设施越来越完善，工
作人员的服务也越来越好，大家在这里很
开心，就像生活在一个热闹温暖的大家庭
里。”退休干部刘万品高兴地说。随着社
会老龄化步伐的加快，离退休干部党员逐
步增多，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人生阅
历，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力
量。近年来，永善县委依托老干部活动中
心，先后创建了老年大学、老干部党校，设
置了老干部政治生活馆和党支部活动室，
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老干部用好活动阵地
推动政治学习，扎实抓好理论教育、党史
学习教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
在肩。同时，以老年大学为平台，根据老
同志需求，开设书法、绘画、乒乓球、舞蹈、
太极拳、乐曲、太极剑等培训班，并定期举
办老年人运动会、县老年大学学习成果汇
报演出，让离退休老干部在文化养老、相
互交流、展示风采中提升幸福感、增强获
得感。

（图片由永善县委老干部局 提 供）

永善：离退休老干部多维度展现家乡新风貌
通讯员 黄 桦

党旗护苗行动进校园。

退休老年志愿服务队进市场参与保洁。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20 世纪 60 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干

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
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在
新时代基层治理实践中，绥江县南岸镇
党委坚持“群众的事群众管”，用心用情
破译“枫桥经验”的“善治密码”，高效解
决基层治理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实现共
建共治共享。

互助村“支客师”蒋尔坤在为乡亲们
主持丧事中积极倡导村民移风易俗。

68名“支客师”成了“关键先生”
“以前要办两三天、一两百多桌，现在

减少到了一天，也就是五六十桌，节约了
三分之二的开销。”蒋尔坤是南岸镇互助
村 21组的村民小组长，村里有老人去世，
大家都请蒋尔坤担任丧事的“支客师”。
在安排丧葬、吊唁、宴席时，蒋尔坤积极劝
导村民丧事简办，缩小宴席规模，乡亲们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节俭办事的新风尚。

“大家挣钱确实不容易，我家两个孙
儿考上大学没有办升学宴，两位老人满80
岁，也没有办寿宴。”村民老夏说，如今农村
酒席少了、风气好了、生活压力也减轻了。

在南岸镇，像蒋尔坤一样的“支客
师”有 68 名，“支客师”人头熟、威望高，
引导村民移风易俗更有优势。当地党委
对各村“支客师”进行了法规政策、乡风
文明等专门培训，并发放聘书，“支客师”
成为风尚引领员、政策理论宣传员、法律
法规普及员、移风易俗引导员和社情民意
联络员。

“让他们在老百姓操办红白喜事时进
行政策理论、法律法规、食品安全等各方
面的宣传和引导，这种方式更直接、更方

便、更有效。”南岸镇党委副书记邓峰表
示，通过聚集乡贤合力，推动农村移风易
俗，从而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打造新时代

“昭通印象”。
互助村“蓝色服务队”化解村民纠纷。
积分管理将“村里事”变成“自家事”
乡村治理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社会系

统工程，在千头万绪的乡村事务中，如何
激发群众活力，使乡村治理有效果、有温
度、有人情味呢？南岸镇建立起积分管理
制度，将村规民约中的内容进行量化，每
月集体考核打分，将“村里事”变成“自家
事”，村民也从“袖手看”变为“动手干”。

“孙朝海满分，黄维民要扣分，他没参
加打扫卫生，有意见吗？没有就通过

……”1月 16日是互助村 10组考核评分的
日子，19 户村民聚集在小组长杨洪富家
中，对每户家庭进行集体评分。积极参与
村组事务就加分，吵架、卫生不好就扣分，
各家各户的积分本上，每一项考核指标都
事先列出，因为是集体评议，村民都觉得
很公平。久而久之，邻里之间的矛盾少
了，大家参与村组事务更积极了。

“以前集体打扫卫生的时候就要打电
话通知，现在实行积分制，说好每个月几
号打扫卫生，到了那一天，大家都来了。”
杨洪富说，刚开始总有村民因为吵架卫生
脏乱差等情况被扣分，一年过去，被扣分
的越来越少。

“现在大家都比较自觉，没事都打扫

一下，屋里都很干净。”拿了满分的孙朝金
回到家又打扫起了卫生。孙朝金说，一年
多来，大家已经养成了讲卫生的好习惯，
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总被扣
分，面子上也过不去。
“七色志愿服务队”解决村民急难愁盼

村“两委”干部、片区党支部书记、村
民小组长和热心群众组建起“七色志愿服
务队”，帮助村民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问
题。去年 4月，互助村 12组的李朝斌和黄
维恩因为挖水沟起了矛盾，村里的“蓝色
志愿服务队”及时介入化解了纠纷。之
后，服务队志愿者带着黄维恩再次来到李
朝斌家中回访。

“远亲不如近邻，大家居住在一起都
要和和睦睦的，遇到的该打招呼的要打招
呼，有事情该帮的要帮……”火塘边，春风
化雨般的话语说到了两人的心里，红彤彤
的火苗映着脸庞，昔日横眉冷对的邻居相
互体谅，反思自我，尽释前嫌，重归于好。

除了“蓝色志愿服务队”，南岸镇各村
还成立了红、绿、紫、粉、橙、白六支志愿服
务队，七种颜色分别对应着护林、护路、巡

河、关爱老人妇女儿童、医疗健康、文化服
务等多项服务，招募了志愿者 500 多人。
公共事务带头干，群众有困难主动帮，顺
了民意，暖了人心，添了活力。

“奔着问题去，老百姓急需我们解决
什么问题，志愿者就尽心尽力地去解决，
他们是群众身边的人，他们更能让群众信
服。”南岸镇党委书记赵晏表示，有了“七
色志愿服务队”，党政干部可以更加专注
地投入到辖区经济社会发展中。

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风尚
劝导、反向约束和志愿服务，更离不开正
向激励。南岸镇每年组织开展“美在家
庭”评选，评出一批“希望家庭”“文明家
庭”“奋进家庭”“卫生家庭”挂牌表彰，点
燃群众热情，激发内生动力。

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元”，才能构建
平安和美乡村。据统计，过去 5 年，绥江
县南岸镇零信访、零舆情，连续 15年未发
生命案。2023 年，排查调处矛盾纠纷 44
件，相较于 2021 年的 189 件，矛盾纠纷减
少了 76.7%。如今，南岸镇已成功创建成
为云南省级文明乡镇。

南岸镇——

用好“枫桥经验” 破译“善治密码”
通讯员 罗 洪 文/图

南岸镇团结村一角。

胜利村村干部征求“美在家庭”评选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