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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占悦 周辰

人物小传
李阳阳 ，1991 年出生 ，2018 年 11 月入

党。现任杨浦区大桥街道月坊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 在大桥街道 90、88 街坊旧改工作中迎难

而上，坚持“要把旧改的矛盾解决好，也要把亲情留住”。 以公平正
义为原则，参加逾百场协调会，成功率超过 98%，其间从未收到来
自居民投诉，被亲切地评价为“金牌调解员”。 曾获上海市“五四”青
年奖章（个人）、杨浦区旧改征收标兵，并担任上海青年讲师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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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民区做事感情很重要，要赢得
居民信任就是要通过为他们办实事。

■本报记者 刘力源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评论之五

樊丽萍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

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激荡

着亿万中华儿女的心。 总书记讲话全文

七千余字，“人民”两字出现了 86 次。 中

国共产党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可见一斑！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日月可鉴！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荣辱

与共、风雨同舟的鱼水深情 ，必将在向

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的征程中延续、

留存，在新时代续写新篇章！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我们党从

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放在心上。 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

红军借宿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

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 ， 留下

“半条被子”的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带领全国人

民持续向贫困宣战。 为打赢脱贫攻坚这

场“硬仗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共派

出 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 290

多万名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奔赴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场”，如期夺取脱贫攻坚

战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困扰中华民

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百年前行，初心如磐。 百年光辉党

史充分说明，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人民，正是我

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站在“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站稳

人民立场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尊重人

民首创精神———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

踏上新的赶考之路，必须始终把增进人

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初心始发地。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践行 “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重要理念 ，朝

着 “五个人人 ”的方向持续努力 ，人民

城市建设必须始终让人民站在 C 位。

如何围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

和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 多出

实招、多求实效；如何结合城市数字化转

型，在幼有善育、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

有颐养方面求出“更优解”；如何进一步

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把对民生难点热点问题的求解，转化

为更多城市建设与基层治理的亮点，全

力提升城市软实力……从党的百年历史

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矢志践行初心使命，以蓬勃

向上的最 “燃” 状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也是当代共产党人的最美姿态。

李阳阳：百场调解没收到投诉，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要说 90 后能不能做好居委会干
部 ， 李阳阳很有发言权 。 居委会干部
面临的考题 ： 从非机动车停车 、 高空
抛物到老房加梯 、 旧区改造 ， 他一个
也没落下 ， 且取得了斐然成绩 。 眼前

这个圆头圆脑、 样貌敦厚的 90 后小伙
子， 一身衣着再普通不过， 但他曾在旧
改调解中凭借出色的调解能力， 上演过
一段 “传奇”， 是人们踏烂门槛也要请
他出面的 “金牌调解师 ”。 今年 3 月 ，

李阳阳新任杨浦区月坊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 新的课题又摆在眼前， 这个一毕业

就安扎基层治理的小伙子， 遇事愈加沉
稳老练。 他一直保持着青年人独有的逻
辑嗅觉、 分析方法， 也始终守着青年党
员为人民服务的一颗初心。

“党员身份给了我信
念，让我迎向每一场调解”

说起旧改，李阳阳能滔滔不绝讲上
几天。 100 多场调解，一场比一场难，但
每一场都是实战 ，决定着后来的 “剧情
走向”。 初入“沙场”，李阳阳更多时候是
跟在前辈后面边看边学———直到遇上
那场僵持不下的调解 。 几个钟头过去
了，大家谈得口干舌燥，都没了耐心，但
想法依然碰不到一起，李阳阳见状出了
声：“要么，我来说说看？ ”

事实上，李阳阳在看学的日子里早
已把旧改政策烂熟于心， 居民情况、意
见分歧的焦点也在几场调解后了如指
掌。 没想到这场调解当即成功，这让李
阳阳发现了自己的潜藏技能 ，开始 “试

水”接起了案子。 因为调解得当、满意度
高，渐渐有了名气 ，人们开始上门点名
要他调解。 李阳阳不要锦旗，“100 多场
调解没有收到投诉 ， 是对我最大的褒
奖”， 但居民们送来的锦旗依然挂满了
当时的调解室。

调解的日子里 ， 每天李阳阳睁开
眼就在说话， 回到家里已是口舌生烟，

甚至喉咙生了囊肿。 也是在那时， 李阳
阳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在旧改
前沿党支部， 28 岁的他宣誓入党 。 作
为一名年轻党员 ， 他无数次追问自己
的初心使命， 他的理解是 “多帮老百姓
办实事”， 具体到自己的工作， 就是“公
平公正地推动每一次调解”： “党员的
身份确实给了我信念和力量， 让我迎向
每一场调解。”

如果钱分好家人却再
不往来，那调解是失败的

一个小青年 ， 怎么从旧改的 “千

头万绪 ” 里理出名堂 ？ 李阳阳有自己
的思路 ： 调解其实是项服务 。 “跟做
项目一样 ， 有甲方 、 乙方 ， 要不断消
化居民的诉求 ， 最终形成大家都满意
的方案。” 在李阳阳看来， “现在的人
法律意识强 ， 也更愿意分出个是非黑
白。 你必须要条分缕析， 每一条都能讲
到点上。”

在李阳阳看来 ， 做调解工作 ， 感
情是一部分 ， 政策是一部分 ， 要达到
最佳效果还要关注人们的心理预期 。

“旧改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 ”， 这块蛋
糕怎么分 ， 大家心里有一盘棋———有
一场调解恰恰集中了几种性格的人 ，

涉及四户人家 ， 难度异常高 。 “几场
沟通下来 ， 大家的性格 、 底线渐渐明
晰， 其实是容易处理的”， 李阳阳功课
做足，一改以往各家报价 ，调解员从中
调解的局面，唱起了主角。 从第二场沟
通开始 ，就主动亮方案 ，让各家在方案
基础上给意见。 这一策略下，各家争论
的差距一下子缩小了，李阳阳再根据具
体情况做加减 ：照顾老人多的 ，多分一
点 ；对房子的贡献大的 ，多分一点……

每一条都有理有据。 “其实政策都有了，

为什么还需要调解员 ， 这就是原因 。

你要通过调解关注到这些生活的细节。

而我的工作就是在这杂乱的线团里找
线头 ， 解开一个家庭的历史矛盾 ， 顾
及他们未来的生活问题 ， 比如父母的
赡养问题。” 李阳阳心中最理想的调解
结果就是万家欢喜 。 如果钱分好 ， 一
家人却老死不相往来 ， 按照李阳阳的
标准， 就是调解失败了。

居委会干部不是官，
而是服务员

今年 3 月 ， 到任月坊居民区 ， 摆
在李阳阳面前的又是一沓新课题 ： 居
民区 9 栋楼， 全是保障房， 且都是 30

多层的高层， 居住着 3500 人。 向居民
征集亟待解决的问题时 ， “停车 ”

“高空抛物” 等赫然在列。 而社区治理
“三驾马车 ”， 业委会停摆 ， 物业正在
交接 ， 所有的事情都压在了居委会一
头儿 ， 居委会的服务能力如何 ， 大家
拭目以待。

“在居民区做事感情很重要 ， 而
要赢得居民信任就是要通过为他们办
实事”， 这是李阳阳的心得。 他有个记
事本 ， 收集着大家反映的各类问题 ，

问题纷乱如麻， 但他毫不畏难。

居民楼有电梯坏了， 他满脑子都是
等在电梯前干着急的居民， 第一时间冲
到现场垫付修理费，让电梯先运行起来。

他说，居委会干部不是官，而是服务员，

对居民的需求不能无动于衷。 当有居民
提议在小区绿化里种花草，他一口应允，

觉得这正是居民参与小区自治的方式：

“他们都来自二级旧里，在乎里弄邻里关
系和睦。 夏夜里， 大家坐在一起乘乘风
凉，看看自己种的花，就是人生美事。 ”

今年 ， 生于 1991 年的李阳阳 30

岁了。 三十而立， 90 后党员居委会干
部的形象， 李阳阳用行动立住了。

■党旗飘扬 ·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人物小传
成慧， 1975 年出生， 2010 年入党。 现

任普陀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属普环实
业有限公司陈扣娣劳模班班长。 十六年如一

日坚守环卫一线， 踏实肯干、 辛勤付出， 带领班组为城市美容贡
献力量。 今年 3 月， 荣获 2020 年度全国 “三八” 红旗手称号。

成慧：让环卫工作“智慧升级”的城市“美容师”
夏日清晨，天气有些闷热。 陈扣娣

劳模班的环卫工人们，穿着浅蓝色长衣
长裤，开启一天工作。 入行 16 年来，无
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作为城市
“美容师”，成慧极少缺席。 她不仅要排
除道路障碍，还要提亮市容。 因为有情
怀， 她用手中的扫帚绘制城市宣传画，

面对诸多不易仍坚守岗位 ；愿做 “弄潮
儿”，她发散思维创新城市保洁方法，让
环卫工作 “智慧升级 ”；肩担传承心 ，她
无私传授经验智慧，一个人“拉起”一支
队伍，成为让城市放心的一线工作者。

平凡岗位也能不平凡， 身为一名基
层党员，成慧希望永远散发光芒与热量，

“凡事多做一点，不计较个人得失，我的
小小力量一定能为社会凝聚强大能量”。

扫马路也有情怀，下
雪天、酷暑天坚守一线

每次清扫马路时，成慧的愿望很简
单，就是让眼前的一条路变得更美。 “我
们是城市美容师 ，也是受益者 ，只要能
让家园变得更好，处处无小事。 ”因为有
情怀，成慧从来都是一腔热血扎入环卫
工作中。 早班凌晨 4 点到岗，晚班晚上

10 点收工， 有时还因人手不够 “连轴
转”，对于这一切她从未有过怨言。

这两天，上海发布高温预警，市民在
户外走上一段路，便会汗如雨下。尽管无
需在烈日当头上路保洁， 但环卫工人还
是得在闷热的清晨傍晚维系街面整洁。

“再苦再累都得上。”穿上工作服，拿起还

有些烫手的扫帚， 成慧带头走进大街小
巷，不一会儿后背便湿透了。

遇到重要节点，她总能“绣花针”般
地把保洁工作做到极致。 2010 年世博会
前后，成慧肩负着带领团队美化市容的
任务。 她每天清晨带着抹布、竹签来回
巡查路面， 看到保洁不到位的地方，随
时帮班员补位。

人生并非一路坦途，成慧也曾面临
两难决定。 6 年前，母亲生了一场大病，

她既要照顾患病的母亲，又要照顾年幼
的孩子 ，再加上繁忙的工作 ，令她分身
乏术，一度考虑辞职。 好在师傅与丈夫
的支持 ，令她坚定信念 ，通过协调工作
时间 ，平衡了家庭与工作 ，留在了这个
她喜爱且想要坚持的岗位上。

“作为一名党员，要定得下心，总有
人要负重前行，而我义不容辞。 ”成慧这
样理解她的情怀。

“教科书”般技巧让环
卫工作“智慧升级”

如何扫马路？ 成慧有自己的“教科
书”。 自担任副班长以来，她就闲不下来
了 ，思考并实践着环卫新方法 ，以便让
街面保洁更高效。

今年 ，班组楼下新增一台 “蓝鲸智
能回收系统”，就是成慧“八大保洁作业
法”中“上门收集作业法”接驳城市数字
治理的成果。 通过这台智能设备来刷卡
收集沿街商铺垃圾，环卫工人通过一块
小屏， 便可掌握商铺的垃圾分类情况。

数据纳入“一网统管”后，对商铺的垃圾
分类有了更加明晰和智能的管理方式。

成慧的班组负责普陀区宜川地区

18 万平方米 、4 座公厕 、2 座垃圾压缩
站、29 只废物箱的保洁与管理工作。 在
她看来，该辖区人流量大、商业网点多、

公交站点多，使得持续产生垃圾的时间
段愈发延长。

2009 年， 成慧刚负责此区域时，公
司配备的两辆洗扫车每天会一遍遍在
街道 “兜圈”， 可这样的清扫没法很细
致， 许多角落里的灰尘泥沙仍然残留。

她思考着 ：“为什么不用人机结合的方
式，为清扫路面上一个‘双保险’？ ”

经过试验后 ，成慧创新提出 “机械
组合作业法”：即组成一支 10 人队伍，9

人分散在马路上“精修”，另外一人开着
洗扫车进行普扫 。 人机组合联动的模
式 ，极大降低劳动强度 ，也使工作效率
得到提升。

在一年又一年的环卫工作中，成慧
逐步总结经验并推出 “八大保洁作业
法”： 除了机械组合作业法和上门收集
作业法外， 还包括头遍精细化作业法、

快速 “飞行 ”保洁法 、车站式保洁法 、夜
间收集工作法 、“全天候 ”保洁法 、质量
监控管理法。

扫地不光是劳动，更
是放大和传承劳模精神

“很多人以为，劳模班的工人都是优
中选优，这样才能保持团队优秀，其实并
不是这样。”谈及如何带好队伍，成慧说，

“每个人进来都是一张白纸，不光要教工
作方法，更要起到党员的引领带动作用，

先要留得住人，再将他们培养成才。 ”

在带徒弟的过程中，她意识到党员
不仅自己要做得好，更要将自身树成一
面旗帜，从而带动和影响身边的人。

成慧刚转入劳模班不久，一天马路
上出现一条 20 余米长、 又稀又臭的污
泥带 ，吸粪车不起作用 ，只能靠人力去
扫。 一开始，工人们面面相觑，没有人敢
第一个上。 成慧没有言语，戴好口罩、套
上手套 、穿上胶鞋 ，一铲一铲地清理起
来。 她不怕脏不怕累的实际行动，打动
了在场的环卫工人， 大家一起清理，马
路很快恢复干净整洁。

如何让每个人都劲头十足，成慧有
一套从师傅那里继承来的法宝———上

班看脸色、工作看劲头、吃饭看胃口。 通
过 “三看 ”，她关注关心工人 ，积极解决
家庭矛盾 、子女教育等问题 ，让大家在
工作时没有后顾之忧。 不久前，得知班
组一位前员工中风的消息，成慧发动班
组捐爱心，送去慰问品。 这位员工在感
谢信里感慨：“善良胜过一切！ ”

在劳模班 ， 晋升最快的刘文英从
“白纸一张” 到副班长， 只用了两年时

间。 成慧说，刘文英虽然不是党员，但在
她身上看到了党员的样子———不光提
前完成清扫任务，还主动帮同事清理。

十余年来， 劳模班接纳了许多和刘
文英一样肯吃亏、不计较的环卫工人，经
过一段时间的培养锻炼， 又向别的班组
输送人才，劳模精神就这样不断溢出。

“优秀传统不光要守得住 ，还要能
传承出去。 ”成慧说。

凡事多做一点，我的小小力量一定
能为社会凝聚强大能量。

摄影：叶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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