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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金集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

滩矿业公司的采矿地点，即俗称的“坑

口”，在罗布泊腹地，离最近的鄯善县县

城 200余公里，运矿石的卡车晃悠着进出

一趟，要十几个小时。

2010 年 7 月 25 日，刚满 20 岁的史萌

萌从东北大学采矿专业毕业，坐矿车到

“坑口”报道。从下午到凌晨，十几个小

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莽莽黄沙间

孤零零的几间土坯房。没有自来水，手

机几乎不通，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要用矿

车从 150多公里外的选厂运上来。

难道要把美好的青春岁月抛洒在这

不毛之地？史萌萌心下茫然。

“一开始想过走，但留下来的理由更

多。”史萌萌说，“我爷爷奶奶是第一批全

国支援新疆建设的志愿者。上世纪 50年

代，爷爷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奶奶从苏北

出发，辗转到达吐鲁番，在鄯善定居下

来。”家人都扎根在了新疆，中国黄金集

团的平台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最为

重要的是，车间领导的榜样作用。

他所说的榜样，是金滩公司副总经理

兼采矿车间主任李小兵和化验师钱直奎。

李小兵上世纪 90年代初从部队复员

后来到戈壁滩，一待就是二十几年。“刚开

始感觉像进了监狱，周边没有人。干着干

着就对工作有感情了。”钱直奎干脆把老

婆带到“坑口”定居下来，为公司的年轻小

伙子们做饭。夫妇俩每逢过年时都主动

申请值班，已经三年没下“坑口”了。

“‘敬佩’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陌

生 的 词 ，但 他 们 的 行 为 真 的 让 我‘ 敬

佩’。他们把 20年的青春都奉献在这儿，

为什么我不可以？”史萌萌暗下决心。

大戈壁冬天严寒，低温零下 20 摄氏

度以下；夏季酷热，高温 45 摄氏度以上。

最要命的是狂风和沙尘，一次一场 10 级

大风将在建的 12吨重的职工活动室钢板

房刮到了几十米外。

夜里风沙大，沙子透过窗缝吹进屋里，呛

得人睡不着觉。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工作，史

萌萌戴个口罩，拿湿毛巾盖在脸上，强迫自己

入睡。“苦难是人生成长最好的养料，能留下

来就是胜利！”他常这样激励自己。

身体上的辛劳尚可忍受，远离亲友是

这份工作带给史萌萌最大的“痛”。

2010 年 5 月，从小待他至亲的外婆去

世，因为在岗他无法见外婆最后一面。不

久后，交往 3 年的女朋友来矿上看了一眼，

一言未发，下山后要求和他分手。

谈起自己对职业的理解，史萌萌说得

既诚恳又真切：“没有进入黄金行业之前，

我以为开采出来的都是金子。干上这行

后，才发现从勘探到采矿、研磨、浮选、冶

炼⋯⋯一克金子的生成是那么艰难、宝

贵，一吨矿石，可能才产 60克金子。”他比

画着，向记者对比“一吨”和“60克”。

史萌萌好学。“刚来时几乎什么都不

懂，书本和实际差得很远。尤其是判断

哪里的矿石金属含量比较高，没有经验

就会挖出一堆废矿。最危险的是画错了

开采线，围岩被破坏后就有垮塌的危险，

就是俗称的矿难。”史萌萌责任意识清

醒。为了搞清每一个难题，他碰到不懂

的问题就“穷追猛打”，问得人烦了，技术

人员见了他就躲。3 年来，他逐渐成为采

矿、地质、测量多面手技术骨干，也逐步

培养出综合素质和基层管理能力。

史萌萌勇于担当。2013年 8月，公司

进行火工品库改造，史萌萌和同事每天

在 43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施工。偶尔阴

天，刚施工就刮起了大风，沙子打在脸上

让 人 睁 不 开 眼 ，两 米 之 内 都 看 不 清 人

影。史萌萌带着一帮小伙子坚持加班至

深夜，工程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完工。

“有了这帮孩子们，我们很放心。”河

北中金公司副总经理兼金滩公司总经理

梅群力介绍道，史萌萌只是公司诸多“80

后”“90后”的一个典型代表。

罗布泊里，青春无悔
——记“90后”采矿工人史萌萌

本报记者 韩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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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麻烦事，找找党员“老娘舅”，成

了时下浙江宁波慈溪周巷镇百姓中的一

句流行语。18 名当地小企业主自发组

成的“党员老娘舅”服务室成立 3 年多

来，义务为百姓排忧解难，“赚”足了群众

的好口碑。这些“老娘舅”都是党员，因

而当地百姓称他们为“党员老娘舅”。

2010 年 2 月，18 名百姓信任度高、工

作能力强、个人素质高的党员志愿者组

成了周巷镇“党员老娘舅”群体。“党员老

娘舅”充分发挥民间调解组织特有的优

势，以高效到位的服务赢得了广大群众

的信任，在调解民间纠纷、宣传法律政策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果没有‘党员老娘舅’及时调解，

那次我们企业里的几个小青年可能就要

打群架了。”慈溪市锐思特轴承厂厂长张

澍说起本月初发生的一件事情，对“党员

老娘舅”心存感激。目前，“党员老娘舅”

已发展到 20 名，服务范围覆盖了周巷镇

29 个村（社区），已成功调处各类矛盾纠

纷 360 起，累计捐款 19.9 万元，帮助困难

党员群众近 200 人次。

记者了解到，除了“党员老娘舅”外，周巷

镇还在三江口村首创了党员积分管理制度，

在周邵村开展“党员联户亮牌制度”试点工

作，真正把党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结合起

来，解决了当前党员学习活动难组织、绩效考

核难评定、作用发挥不明显、困难党员得不到

关爱等问题，充分调动党员参加组织活动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员活动参与度从 74%提

高到95%，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响当当的‘老娘

舅’。”周巷镇党员服务中心主任赵炳年

说，两年前的一次党员创业培训班上，几

名企业主就如何发挥党员企业家的先锋

模范作用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商议制定

了“四心＋四声”工作制度：“四心”指接待

百姓要热心，解答问题要耐心，接受意见

要虚心，排忧解难要诚心；“四声”指进门

时要有迎声，咨询时要有答声，离办时要

有送声，留言时要有回声。服务室还定期

邀请公安、法院、工商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进行授课指导，镇里综治办信访调解工作

人员为他们开展专项工作培训指导。

慈溪市委常委、周巷镇党委书记傅贵

荣告诉记者：“‘党员老娘舅’为群众办实

事，是新时期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生动

体现。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

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更要加强。近年来，

我们始终把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分忧解

愁作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个抓手。”

（本报宁波 12 月 26 日电）

群众的“党员老娘舅”
——宁波慈溪市周巷镇创新党员服务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张进中 本报通讯员 常 笑 王 君

新华社南昌 12 月 26 日电（记者沈
洋）26 日 是 毛 泽 东 诞 辰 120 周 年 的 日

子。尽管天气寒冷，正在井冈山革命博

物馆举办的“毛泽东与井冈山”大型主题

图片、诗词、书画展仍吸引了不少当地群

众和游客前来参观。

据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统计，展览 12

月开展以来已有近 2 万人前来观看，很

多人看完展览后踊跃留言。

86 年前，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第

一个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

泽东的一生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

荆竹山雷打石上，毛泽东宣布了“三大纪

律，六项注意”，确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的

纲常纪律；在八角楼的油灯下，毛泽东写

下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等著名篇章，提出了“工

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1928 年和 1965

年，毛泽东分别在井冈山写下了《西江月·
井冈山》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两篇著

名诗词。

此次展出的都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馆 藏 精 品 ，包 括 5 幅 反 映 井 冈 山 时 期 毛

泽东战斗生活的油画作品，60 幅由毛泽

东 的 专 职 摄 影 师 钱 嗣 杰 拍 摄 的“毛 泽 东

同志重上井冈山”的照片，30 幅毛泽东诗

词手迹和馆藏的国内“毛体”书法家的书

法作品。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井冈山

还 举 办 了“井 冈 山 斗 争 时 期 毛 泽 东 与 群

众路线理论研讨会”“纪念毛泽东同志诞

辰 120 周 年 座 谈 会 ”，以 及“ 追 寻 红 色 足

迹，弘扬革命精神”主题教育活动等系列

纪念活动。

井冈山举办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

我到兰考工作以来，脑海里经常出

现这样的画面：风雪交加的夜晚，茅草屋

里，焦裕禄对着盲人老大娘亲切地喊了

声“娘”；除“三害”运动中，他打着赤膊和

群众一起翻淤压沙；他双手叉腰，深情地

望着兰考这片土地，誓要“亲自把兰考县

一千零九十四平方公里土地的自然情况

摸透，掂一掂兰考‘三害’到底有多大分

量”。他团结兰考县委，以“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魄力，向组织保证“坚决领导全

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

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临终前，他

惦念着兰考的麦子有没有被淹，说：“我

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

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

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50 年过去了，在兰考，泡桐树被老

百姓亲切地称为“焦桐”，它就如扎根于兰

考人民心中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

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现在，每当我在焦桐下，望着周围嬉戏

的孩童，我似有顿悟。“官”与“民”并不是对

立的两方，只有“官”走下自我设立的高台，

俯下身子，走到“民”的中间，与群众共呼

吸，同命运，他们才会真正认可你，贴近

你。如今，在焦裕禄精神指引下的兰考干

群，以焦裕禄同志为标尺、以焦裕禄精神为

动力，学习和弘扬焦裕禄同志的公仆精神、

奋斗精神、求实精神、大无畏精神和奉献精

神，以只争朝夕、上下求索的精神状态，艰

苦创业、务实重干，把转化、凝聚、放大社会

正能量作为兰考跨越式发展的新引擎，实

现着兰考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投稿信箱：gmjysj@126.com）

做扎根人民心中的“焦桐”
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焦裕禄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胡安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