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沈竹士

凝心聚力，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张
玲
玲
：
做
好
执
纪
审
查
必
须
要
有
韧
劲

9 月 8 日，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表彰大会在京召开。
上海两个集体、 一位个人获评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
七人受到中纪委嘉奖。 上海市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

张玲玲被评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这是对这

位资深纪检工作者最好的褒奖。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 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

来， 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中央从治国理政的

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

出重拳、 出组合拳， 形成了一系列长效机制， 在治标的

成果上加大治本力度。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 在新的深度和广度上致力于锻造新时期的执纪尖

兵， 高悬反腐利剑。
党的十八大以来， 纪委转职能、 转方式、 转作风，

在不增加编制、 机构和人员的情况下， 增设纪检监察室。
张玲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马 “领衔” 第三纪检监察

室的。
纪检监察机关实践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对苗头

性、 一般性问题抓早抓小， 加强约谈提醒， 就是要让红

红脸、 出出汗成为常态。 张玲玲常说： “我们不是为了

处理几个人， 而是要把党纪严肃起来。 认真负责、 严谨

细致、 实事求是， 纪检干部要有这个担当， 打铁必须自

身硬。”
对那些隐藏较深、 较难办理的案件 ， 哪怕时间再

长， 张玲玲和同事们也不放弃， “不让党纪国法的底线

任人逾越”。 执纪审查工作要求很高， 有些问题能否查

出来 ， 要有专业精神 ， 更要有一股韧 劲 。 张 玲 玲 说 ：
“有些问题， 不认真查就过去了； 有些事， 要坚持下去，
就得不断自我加压。”

张玲玲带领的团队年轻同志较多。 他克服人手少、
有办案经验人员不足等实际困难， 积极发挥每一位同志

的潜力。 例如， 2015 年共承办问题线索 32 件 （不含重

复件）， 包括初核件 12 件、 立案件 5 件。 其中， 不乏一

些持续跟踪多年、 久久为功办成的案件。
张玲玲说： “我经常回想起刚进市纪委时的那种

感 觉 。 投 身 反 腐 倡 廉 事 业 ， 虽 累 却 充 实 、 虽 苦 却 快

乐。” 一名党的纪检干部，当有一些家国情怀和对政治

进程的关心 。 年届六旬的张玲玲热切关注着即将召开

的党的十九大 。 他说 ，必须深入学习 领 会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系 列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和 党 中 央 治 国 理 政 新 理 念 新 思

想 新 战 略 ， 深 入 思 考 如 何 贯 彻 中 央 精 神 、 改 进 工 作

方法。
1995 年 进 入 纪 检 监 察 系 统 以 来 ， 张 玲 玲 先 后 在 市 纪 委 研 究 室 、

办公厅综合处工作。 学习， 已经成为他的一个职业习惯。 他的办公室

有一个特点， 就是书多。 闲时， 他总喜欢翻翻书、 查查执纪监督业务

资料， 这对于把握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 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有很

大帮助。
党章是做好执纪审查工作的根本遵循。 张玲玲老骥伏枥不言老， 获

誉之后不懈怠。 他说， 必须认真学习， 对党中央的文件精神烂熟于胸。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 张玲玲和他的同事们期盼着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

向纵深发展。

张玲玲， 上海市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
任，先后在市纪委研究室、办公厅综合处、案件
监督管理室工作 ，2013 年 12 月后在纪检监
察六室和三室任职，今年被评为全国纪检监察
系统先进工作者。

沈银欢：将村民牢牢凝聚在党总支周围
虽然只有 38 岁， 但自 2003 年任

村主任助理以来， 沈银欢在金山区漕

泾 镇 护 塘 村 已 当 了 十 几 年 村 干 部 。
2012 年起 ， 他接任护塘村党总支书

记， 成了班子领头人。 去年， 在全镇

村居干部考核中， 沈银欢个人得分居

第一。 一座名不见经传的村子也成为

远近闻名的 “后起之秀”。
沈银欢就任村党总支书记之际，

正值护塘村涉 及 许 多 大 市 政 项 目 建

设 ， 一时间村民 们 为 征 地 争 个 “镇

保” 名额， 三天两头往他家里跑， 有

讲好话的， 也有放狠话的。 这倒逼着

沈 银 欢 重 新 思 考 工 作 思 路 和 方 法 ：
“要充分发挥全体党员和村民的力量，
让他们共同参与。”

在他带领下， 村党总支班子成员

划片联 系 几 个 村 民 小 组 ， 定 期 到 村

民家中 、 宅基 头 、 田 埂 头 与 村 民 交

谈 ， 听 取 村 民 意 见 和 建 议 ； 要 求村

民小组长当好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桥

梁、 纽带； 还挑选 38 名骨干党员

包干 38 个大宅基， 配合村民小组

长做好政策宣传和矛盾纠纷化解。
最终形成 “三个到底” 服务群众工

作方法： 即解民忧， 村干部服务到

底； 办民事， “三支队伍” 负责到

底； 顺民意， 党员骨干包干到底。
村党总支还开始探索把村民请来参

加每周一次的村 “两委” 班子会，
在涉及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时， 请村

民一起参与讨论、 决策和监督。
2015 年，漕泾镇在全市率先梳

理出法律框架下的 211 条村务事宜

并制定“程序、责任、制度、考核”四

张清单， 指导和约束村干部行权履

职，并在全镇推广。“三个到底”工作

法与“四张清单”工作机制有机结合，逐

渐形成“大事不岀村，小事不岀组，家事

不出宅”的村务服务圈。
“如今， 我和班子其他成员， 无论

公事还是私事， 需要离开护塘村一段时

间 ， 村里的工作一点都不会受影响 。”
沈银欢说。

护塘村村委 会 办 公 室 墙 上 有 一 张

“办事流程图”。 其中， 《大病救助申请

流程图》 生动清晰画出从个人申请或村

干部提议 ， 到支 委 会 和 村 委 会 讨 论 商

议 ， 报镇社会救助所审核 、 镇 人 民 政

府审批发放 ， 最后在村务公开 栏 公 开

的流程 ， 一目了然 。 “以前 ， 每 到 年

底 ， 我们会接到一大堆申请 ， 总 摆 不

平 ； 现 在 公 开 标 准 手 册 、 办 理 流 程 ，

村 民 自 行 对 照 ， 是 否 可 以 申 请 、
可获多少补贴等， 由规章制度说了

算。” 沈银欢说。
今年， 护塘村村口又竖起了一

道 拆 违 “公 开 墙 ” ， 142 个 点 共

22669 平方米违法建筑全部上墙公

示 ， 在 “备 注 栏 ” 上 还 注 明 党 员

户 、 村 民 小 组 长 、 妇 女 小 组 长 等

身 份 ， 每 完 成 一 项 拆 违 ， 就 在

“完 成 情 况 ” 栏 中 贴 上 一 面 小 红

旗 。 “前 有 党 员 干 部 带 头 ， 后 有

‘公开墙’ 施压， 护塘村很快形成

竞拆态势。” 沈银欢说， 目前已拆

除 全 村 2.2 万 平 方 米 库 内 违 建 ，
完 成 率 全 镇 第 一 。 权 力 在 阳 光 下

运 行 ， 老 百 姓 真 真 切 切 地 感 受 到

了当家做主的权力 ， 村干部在 老 百 姓

心目中也更有威信了。
在沈银 欢 带 领 下 ， 护 塘 村 还 注 重

通过党建引领文化建设 ， 以文 化 建 设

凝 聚 人 心 。 护 塘 村 有 展 示 党 员 风 采 、
党建品牌和党员活动阵地的党 建 服 务

站 ， 有 展 示 村 民 才 艺 的 百 姓 大 舞 台 ，
村口还有 100 多 米 长 的 文 化 长 廊 ， 共

有村史廊、 成就廊、 励志廊、 公益廊、
责任廊 、 艺术廊 、 民风廊和幸 福 墙 等

13 个板块， 除了村籍先进人物 、 高考

中榜者全部上榜外 ， 还有金婚 榜 展 示

部分金婚夫妇的故事 ， 民风廊 展 示 护

塘村传统生产生活工具和工艺 品 ， 幸

福墙则反映村民提供的全家福 和 各 种

表达幸福的 照 片 ， 内 容 全 部取材于村

民 。 “村里的居民都有机会把 自 己 和

家人的照片放上文化长 廊 ， 和大家分

享幸福的瞬间。” 他介绍。
沈银欢说 ， 村 民 的 满 意 度 不 断 提

升 ， 对 村 干 部 充 满 信 任 ； 只 有 这 样 ，
村民的心才能牢牢地凝聚在村 党 总 支

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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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里、 镇里， 她是 “最会提意见的社区干部”； 社

区老人叫她 “小梁”， 年轻一点的称她 “阿姐”， 再蛮横的

“刺头”， 经过 “阿姐” 一番劝导， 总能心服口服。 她， 就

是普陀区桃浦镇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梁慧丽。 “有困

难， 找小梁”， 成了莲花公寓小区居民的一句口头禅。
以前， 梁慧丽在居民区是书记、 主任一肩挑， 如今

她又多了两个头衔： 桃浦镇社区党委副书记、 普陀区居

（村） 委会工作协会会长。 她的工作重心慢慢转移到对年

轻社工的 “传帮带”， 却比以前更忙了。
谈及即将赴京参加党的十九大， 首次当选全国党代

表的梁慧丽非常兴奋： “我们做的居委会工作很琐碎但

很重要， 因为我们就是政府的嘴、 老百姓的腿。 最近我

一直在思考， 应该如何把十九大精神带回我们社区， 如

何把社区群众的所思所盼带到十九大会场。”
莲花公寓社区位于普陀、 宝山、 嘉定三区交界处 ，

是普陀区一个很不起眼的动迁安置社区。 1995 年莲花公

寓建成， 因地理位置偏僻， 周边缺少商业网点， 天一黑

连出租车也不愿开到这个野草比人还高的地方。 当时管

道煤气、 有线电视、 自来水都没有， 周边也没有公交线

路和商业网点， 生活用电也是临时线， 整个社区仿佛一

个 “烂尾小区”。
后来， 梁慧丽先进事迹成为全市社区治理的 “经典

案例”： 小区没有煤气管道、 没有有线电视， 甚至没有自

来水， 梁书记有急必到、 有难必帮； 虽然 “能量” 有限，
但她想方设法争取各种资源为居民解决生活困难……梁

慧丽说： “这所有的一切， 来自于每天不断的坚持。”
莲花公寓居委会每天早 8 点开门、 晚 9 点关门， 全

年无休。 这套作息从梁慧丽搬到小区， 担任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之后， 近 20 年来从未改变。 她的手

机常年畅通， 7×24 小时待命。 她的徒弟做过统计， 每天

接听近百个电话是她的常态。
在梁慧丽和社区干部的不断努力下， 莲花公寓社区

被评为 “全国和谐示范小区”， 她本人也在 2014 年被中

宣部评为 “最美社区人”， 2016 年被中组部评为全国优

秀党务工作者。
这几年，从默默无闻到一下子成为“明星人物”，梁慧

丽作为上海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者、亲历者，感受和体悟

着来自基层的种种变化。其间，她一度身患重病，历经生死

考验，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坚持带病工作。 2015 年 5 月，她

在体检时查出乳腺肿瘤。然而，她仅在手术当天同社区“失
联”一天———第二天醒来，她立即通过手机和居委会同事

讨论工作。当时，居委会正忙于安排换届选举，还在化疗中

的梁慧丽坚持来到会场，指挥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我要感谢居民们， 他们非常配合并且支持我的工作。 我的荣誉很

多， 但它们其实属于整个团队， 功劳是属于我们小区居民的。” 梁慧丽

说， 现在身体恢复得蛮好， 精神很足， “60 岁的年龄、 50 岁的状态、 40
岁的干劲———这就是我工作和生活的目标”。

展望未来五年发展， 梁慧丽充满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在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 我们就要立足社区治理积极探索创新，
努力当好排头兵、 先行者。 小区综合改造、 建设党群服务活动中心……
以前想不到、 做不到的事情， 未来五年全部都要化为现实。”

梁慧丽 ，普陀区居 （村 ）委会工作协会会
长、桃浦镇社区党委副书记、莲花公寓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 在她带领下，莲花公寓社区被评
为“全国和谐示范小区”。她本人荣获全国优秀
党务工作者、中宣部评选的“最美社区人”。

■本报记者 祝越

沈银欢，金山区漕泾镇护塘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 他带领村党总
支班子探索创新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方法，创立“三个到底”工作法，建
立村务“公开墙”、村“文化长廊”等。 护塘村先后获评金山区先进基层
党组织、上海市党支部建设示范点、上海市文明村和上海市农村社区
建设试点示范村。

■本报记者 薄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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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张玲玲 （左二） 和同事一起学习文件。 （上海市纪委供图）

荩 梁慧丽 （中） 与社区退休居民交谈， 关心他们的生活。 袁婧摄

茛 沈银欢 （右三） 在村民家听取村民意见。 （护塘村村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