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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党的建设

有这样一位医生，她手持超声探头，
在黑白影像间守护患者的健康，用 30余
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医者初心。她，就是
昭阳区妇幼保健院超声科主任左青。

2016年，随着两孩政策的全面实施，
昭阳区妇幼保健院超声科的工作量激
增。左青经常忙得顾不上吃午饭，每天工
作超过12个小时。为攻克胎儿畸形诊断
难题，她潜心钻研专业知识，确保每一个
诊断结果都准确可靠。正是这份精益求
精的执着，让她练就了一双识别胎儿异常
的“火眼金睛”。孕妇杨泉尖这样评价：

“左医生技术精湛，对每位产检孕妇都关
怀备至。她既专业又敬业，我来这里产检
特别放心。”左青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
德赢得了广泛赞誉。

在左青的带领下，超声科实现了从
“常规检查”到“精准诊疗”的转型。科室
陆续开展了近 10项新技术，多项成果位
居昭通市前列，培养出了一支技术过硬的

团队。与左青共事一年多的李章知说：
“左主任工作细致认真，对病人耐心负
责。无论什么情况，她都以温和的态度与
患者沟通。和左主任共事，我们感到特别
舒心。”

“每一次检查都是生命的重托，容不
得丝毫懈怠。”作为胎儿畸形筛查的“守门
人”，面对肥胖、羊水异常等检查对象，她
从不退缩；遇到从偏远山区来的患者，宁
可加班加点也要确保及时完成诊断。

“生命之托，重于泰山。”从青葱岁月到
不惑之年，左青在超声影像的世界里描绘
出最动人的生命画卷。从事超声工作30余
年，专注胎儿超声诊断20余载，她常说：“超
声检查是临床医生的‘第二双眼睛’。作为
一名产前筛查超声医师，我手中握着的不
仅是能检出胎儿异常的超声探头，还承载
着一个个家庭的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将继续精进专业，提升诊断水平，为守
护母婴健康贡献更大力量。”

彭怀平：

十六载社区路 万家灯火映初心
通讯员 梁七尉 夏 蕾 张 琳 文/图

左青：

超声探头下的生命守护者
通讯员 赵磊明 李 剑 文/图

晨光熹微中，百亩竹海披着薄雾舒展
开来，与袅袅炊烟相映成趣。2024 年 7
月，怀揣憧憬与忐忑，我来到赤水河畔的
革命老区威信县。同年 9月，作为村党总
支书记助理，我前往庙沟镇马河村开展驻
村工作。我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换取
信任，渐渐从“外来人”变成了“自家人”。

初至
初到马河村时，每当黄昏，我总爱对

着村口的竹海发呆。尽管怀揣着服务群
众的赤诚之心，但陌生的工作和生活环
境让我心生忐忑，担心自己不能真正融
入群众。

为了消除这种不安，驻村第一周，我
便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两险”收缴、
矛盾纠纷调解、耕地图斑整改等工作。
然而，当我热情地宣讲惠农政策时，看到
的却是村民们茫然的表情；自告奋勇调
解林地纠纷时，却发现政策文件里根本
找不到解决陈年旧账的现成方案。村民
一句客气的“领导，你新来的肯定不懂”，
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与群众之间那道无形
的“隔阂”。

前路漫漫，任重道远。原以为靠“敢
闯敢拼”就能解决问题，却发现每个难题
都折射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
第一周的驻村经历让我明白：在基层，服
务群众不能仅凭一腔热忱，还要入乡随
俗。只有用“土话”和村民拉家常，把晦涩
的政策条文转化为带着“泥土味”的鲜活

语言，才能真正走进群众。

破题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

真情。经历了第一周“欲速则不达”的教
训，我深刻认识到，要读懂基层这本“大
书”，必须虚心向群众“取经”。

转变思路后，我决定稳扎稳打。在完
成常规工作之余，用两个月时间摸清村情
户情、吃透政策文件、学好方言土语，为后
续工作夯实基础。我主动联系马河村 15
位村民小组长，通过他们了解各小组的基
本情况。在掌握全村基本情况后，我决定
从最难的工作入手，对全村 193 户脱贫
户、29户三类监测对象进行全覆盖走访。
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了每户
农户的基本情况，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村
情档案。

为按时完成耕地图斑整改任务，我全
程参与了马河村 2024年耕地图斑摸底排
查和整改工作，与村民、镇村干部一起跑
现场、清树林、垦荒地。这段经历不仅让
我熟悉了马河村的地理环境，还在与村民
朝夕相处中了解了他们的所需所急。深
冬时节，瓦房村民小组的老王邀我去他家
吃饭。当村民们对我的称呼从“村上新来
的”变成“幺哥儿”时，一股暖意在心头荡
漾——我终于成了他们眼中的“自家人”。

笃行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

必行之。”基于入户走访掌握的情况，我认
真梳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围绕民生实事
制定了个人“履职清单”。

饮用水安全是“两不愁三保障”的重
要内容，直接关系村民的生产生活。走访
中发现，瓦房和甘榜村民小组的31户144
名村民，因生产生活用水主要依靠山泉水
截引，而原有供水主管道严重老化，影响
了饮用水安全。了解情况后，我和村干部
立即实地勘察水源地和水管线路，摸清水
管、阀门、接头等物资需求情况。经与村
民协商，并与驻村工作队、村“两委”研究，
最终决定使用选调生为民办实事经费，为
两个小组购置 800米的供水管道，由村民
投工投劳更换主管道。

走访中发现，二坪村民小组五保对象
白大爷年满 60 周岁，2025 年确诊患有胆
管恶性肿瘤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已自付
医疗费用 5000 余元，无力继续治疗。得
知这个情况后，我及时向驻村工作队队长
汇报，查阅相关政策，协助申请 2000元民
政临时救助资金，解决了白大爷的燃眉之
急……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实，切实解决
了群众的实际困难，而群众脸上满意的笑
容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肯定。

心之所向，无问西东。当晒黑的皮肤
留下奋斗的印记，当褪色的笔记本写满民
情日志，我读懂了基层工作从来不是按既
定套路就能做好的技术活，而是一场以真
心换真情的双向奔赴。在这片土地上，最
动人的发展密码，永远藏在群众的笑容里。

安平原（左一）参与耕地图斑整改。通讯员 徐 丽 摄

从“外来人”到“自家人”
安平原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在盐津县柿子
镇新生村已扎根一年多。回望这段驻村
岁月，从初来乍到时的语言不通，到如今
能用方言与村民拉家常；从初见荒山时
的迷茫无措，到亲历竹笋丰收的满心欢
喜……这段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乡村
振兴需要真抓实干、俯身躬行，更需要与
群众血脉相连。

初到新生村时，我感受到了村民们
审视的目光。记得第一次召开村民大
会，当我用普通话讲解产业政策时，台下
此起彼伏的议论声中，那句清晰的“又来
几个耍嘴皮子的”让我如坐针毡。那一
刻，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摘掉这个标签，
真正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脚步
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

我与驻村工作队员深入田间地头，
倾听群众心声。从帮忙捎带生活用品、
解决实际困难这些小事做起，用最朴实
的方式与村民拉近距离。渐渐地，村民
的质疑声少了，主动与我们交流的多
了。这迈出的第一步，就像用汗水浇灌
出的新芽，虽然稚嫩，却是收获信任的
开始。

2024 年 2 月，一场严峻考验突然降
临：新生一社背面山体开裂，直接威胁
284 名群众的生命安全。我们立即启动
应急响应，做好群众疏散工作。然而，实
际困难远超预期：安置点房源紧张、老弱
病残转移困难，更棘手的是部分老人坚
持留守。有一位老人固执地说：“我活这
么大岁数，死都不怕！就算山塌了，我也
要死在自己家里！”

面对重重阻力，我们沉下心来，反复
上门与村民促膝长谈，耐心细致地讲解
险情。同时，我们肩挑背扛，帮助村民转
移牲畜、家具、农具等重要物资，最终实
现了所有人员安全撤离。但撤离只是第
一步，滑坡隐患犹如利剑高悬，特别是进
入汛期后，险情更加严峻。为此，我们直

接驻扎在村委会，
实行 24 小时轮班
值守。每当收到暴
雨预警，我们总是
第一时间赶赴隐患
点，挨家挨户巡查、
劝离，确保不落一
人，成为村民口中
的“生命守护者”。

近年来，鲜笋
市场行情好，经济
效益显著。2024年
10 月，村民杨正满
兄弟俩因笋山地界
问 题 发 生 矛 盾 纠
纷。得知情况后，
我们立即放下手头
工作，翻山越岭赶
往争议林地。通过
反复实地勘察，仔
细寻找历史种植痕
迹和管理证据，最
终我们科学划定了
笋山地界。当兄弟
俩冰释前嫌的笑声
回荡在山林间，那
份成就感成为驻村
工 作 最 珍 贵 的 收
获。一次次成功调
解土地、家庭、山林
等各类纠纷后，我从村民口中的“耍嘴皮
子的”变成了亲切的“胡同志”。

驻村一年多来，我学会了用群众工
作方法解决问题，深刻体会到“民生无小
事”的深刻内涵。在与群众朝夕相处中，
我收获了宝贵的信任，更坚定了扎根基
层的信念。展望未来，我将继续秉持“功
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精
神，与新生村同呼吸、共成长，为乡村振
兴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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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波（右二）与村民“拉家常”。通讯员 唐传钧 摄

左青正在为孕妇做产前超声筛查。

彭怀平在“儿童之家”辅导小朋友。

夏日的清晨，微风中还带着丝丝凉
意。天刚蒙蒙亮，彝良县角奎街道大河
边社区党总支书记彭怀平就已经穿梭在
小区楼栋间。她手里握着一本泛黄的笔
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几个特殊
困难老人近期的生活情况。这是她在社
区工作的第 16 个年头，忙碌早已成为她
的日常。

2009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彭怀平做出
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放弃经营红火的
百货店，来到大河边社区当宣传员。同年
6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
候办公条件简陋，连一张像样的办公桌都
没有。”她笑着回忆道。

当时许多人不理解，这个年轻漂亮、
年收入十几万元的女孩为何要来社区“受
苦”。但性格开朗、热情大方、积极肯干的
她，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选择，很快赢得
了居民的信任。2012 年，因表现突出，她
被调到角奎街道蚕桑林社区任副主任。

就在这一年，一场地震突如其来。
2012年9月7日11时19分，彝良县发生5.7
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彭怀平立即与其他
同事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在彝良县示范
小学校园内，她不顾个人安危，用嘶哑的
声音安抚大家。当一位 80多岁的老人晕
倒时，她第一时间冲上前施救，用随身携
带的风油精帮老人缓解症状。几天后的
深夜，暴雨来袭，彭怀平与3名女同事手拉
着手，在齐大腿深的水中摸黑前行，挨家
挨户叫醒100多户居民转移。

2014 年，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彭怀
平被调回大河边社区担任党总支书记。
谁家的水管漏了、哪家的孩子放学没人
接、独居老人的生活情况……翻开她办公
室里那排整整齐齐的笔记本，每一页都详
细记录着社区的大事小情。这些看似琐
碎的记录，串起了她16年如一日的坚守。

72 岁的胡阿姨是彭怀平最放心不下
的人，老人身体不好，带着孙女独自生
活。2023年 9月，彭怀平特意为胡阿姨家

申请安装了监控探头，以便随时了解老人
的情况，防止意外发生。这样的暖心故
事，在大河边社区数不胜数。

在彭怀平看来，社区工作不是简单的
上传下达，而是要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
情温暖民心。每天清晨，她都会揣着那本
被翻得卷边的民情日记本，挨家挨户走
访。谁家老人需要送餐、哪家孩子需要辅
导，她都记在心上。在居民眼中，彭怀平
有“三宝”：一双走不累的腿，一张说不干
的嘴，一颗操不完的心。

16 年来，彭怀平带领社区干部为 263
户困难家庭落实了帮扶政策，把坑洼的道
路修建成平坦大道，为辖区 7条街道主干
道、背街小巷安装了路灯，为居民解决了
167个涉及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彭怀平常说：“党建不是挂在墙上的
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在她的带领
下，大河边社区创新运用“互联网+党建”
平台，建立了常态化工作机制：每季度向
党员和群众汇报工作进展、征集意见建
议；定期开展政策宣传活动；严格执行“三
会一课”制度；强化党员教育培训、举办形

式多样的党群活动。通过这些举措，
社区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大幅提升，
居民遇到的各类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回
应和妥善解决。

翻开彭怀平的手机通讯录，538
个居民的电话号码承载着 538 份沉
甸甸的信任。无论是深夜的求助电
话，还是节假日的咨询信息，她总是
第一时间回应。有人问她为什么这
么拼，她笑着说：“居民把家安在这
里，我们就要让他们住得安心、过得
舒心。”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彭怀平用行动生动诠释了这句话的深
刻内涵。从解决社区日常事务到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她始终将群众利益放
在首位。正是这份坚守，使她成为居
民交口称赞的“贴心人”，赢得了群众

的广泛信任与支持。她用暖心服务架起
了党群连心桥，让大河边社区洋溢着和谐
温馨的大家庭氛围。

在社区现有的1728户居民中，38户特
殊困难群众已全部纳入帮扶体系，低保覆
盖率达 100%。志愿者服务队从最初的 3
支 35人发展到现在的 5支 199人，每年开
展义诊、理发等便民服务不少于 6次。社
区“儿童之家”让 25名留守儿童在外务工
的父母再无后顾之忧。

“你看，这是我 16年前刚参加工作时
的照片。”彭怀平拿出珍藏的照片说道。
照片里的她，从扎着马尾辫的青春模样，
变成了如今眼角带着细纹的“平姐”，但笑
容里的热情丝毫未减。优秀社区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在她的柜
子里，摆满了各级党委和政府颁发的荣誉
证书。

如今，49岁的彭怀平依然每天穿行在
社区的各个角落。她说：“只要居民需要，
我还想再干 10年、20年。”夕阳下，她的身
影被拉得很长——身后是万家灯火，身前
是漫漫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