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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位于秦巴腹地、汉水之滨
的安康城彻底“火”了，连续多天安康
以 40 多度高温领跑全国。

白天高温，夜间“蒸煮”。
7 月 11 日，上午 7:45，31℃。 这天

气，跟安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百日整
改提升行动”一样火热。

“你要注意着哩，天热，注意防暑，
别中暑了！ ” 耳边传来老伴温暖的叮
嘱。

“我知道咧，你也要注意哦！ ”58 岁
的老罗抖了抖笔直的衬衫， 捋了一把
额头的汗珠子，大步迈出家门，向汉滨
区新城街道新铺社区走去。

老罗今天格外精神， 去年刚从领
导岗位上退下来，今天又去 “赴任 ”履
新了， 挂职新城街道新铺社区党支部
副书记， 协助社区做好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

“为协助社区做好创文工作，区上
要求帮扶部门下派干部， 挂职社区党
支部副书记。 第一时间我就与老罗沟
通，他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大事 ，
也是好事。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坚决
服从组织安排， 因为这是一名党员最
基本的党性修养。 说实话，当时我很感
动。 一个临近退休的领导，资历老、年
龄大，依然有如此高度，如此格局 ，真

的令人尊敬！ ”提起选任副书记人选，
汉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王拓记
忆犹新，依然激动不已。

老罗不是别人， 正是汉滨区人大
常委会原法工委主任罗军同志。 1981
年 ，他正 17 岁 ，带着青春梦想走进军
营。 1984 年 1 月退役后进入区司法局
工作，先后担任区司法局副局长、晏坝
镇副书记等职务。 2005 年 5 月起担任
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直到去年 7
月退居“二线”。

其实， 老罗名气更大的不是多年
的老领导老资格， 而是他在书画界响
当当的名气。 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康市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多次参加国家、
省、市展览，被国家机关部委、省、市有
关单位收藏，并在多家刊物发表。

2003 年 4 月， 他曾担任晏坝镇党
委副书记。 19 年后的今天，又勇敢地挑
起新铺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的担子。 在
汉滨区安排挂职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工
作以来， 他是全区第 1 位到岗的社区
副书记！

老罗今天信心满满， 作为军人出
身的他敢啃硬骨头、善于打硬仗，但从
不打无把握之仗， 因为他知道知己知
彼，方能百战百胜。

新铺社区地域面积约 3.5 平方公
里 ，现有居民 9158 户 、24715 人 ，有居
民小区 35 个， 老旧无物业小区 21 个，
背街小巷 4 条， 沿街个体门店 405 家。
创文工作面广量大， 特别是无物业小
区、背街小巷短板、问题不少，需要做的
工作很多，创文工作面临的压力着实不
小。

虽然问题多、压力大，但是老罗有
底气，这来源于社区创文工作领导包抓
有力、部门帮扶有效。 新铺社区创文工
作由市、 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包抓，
市人大机关、市残联、区人大机关等 3
家单位参与帮扶，分别派驻专班工作组
协助新铺社区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市区包抓领导多次在社区召开联
席会议，研究具体问题，破解创建难题，
新铺社区创文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让我退了‘一线’再上‘火线’，这
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既然组织把这副担
子交给了我，我会及时熟悉情况，根据
市区统一安排，近抓整治、远抓机制，一
定把新铺社区的创文工作做好，绝不给
单位抹黑，请组织放心！”罗书记用浑厚
有力的噪音，对送他到任的区人大办主
任王拓坚定地说。

“这次区上真给力，给我们社区派来
了这么过硬的书记， 这下我们创文工作
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 ”见到激情饱满、
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罗军同志， 新铺社
区党支部书记陈小兰心里乐开了花。

其实，在罗书记的心里，对新铺社
区创文工作早已有了盘算，围绕“扫干
净、摆整齐、清死角、拆隐患、讲秩序”目
标，狠抓环境卫生 、交通秩序 、户外广
告 、窗口服务 、空中缆线 “五大专项整
治”。在做好社区面上创文工作的同时，
还打算利用自己能写能画的特长，在新
铺社区文明实践站开展书画培训志愿
服务，要让文明文化的种子在下一代身
上得到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

“等一下 ， 我也去 ， 趁着这个机
会，我要赶紧熟悉情况哩！ ”看到社区
主任朱超带着几名干部 ，往新铺子巷
查看沿街商铺 “门前四包 ”，他扯了扯
被汗水粘在身上的衬衫 ，急急忙忙地
跟了上去。

看到再上“火线”的罗书记远去的
背影，他在大家心中的形象不断高大了
起来……

连接公路与关庙镇桥河村的， 是一
条曲折蜿蜒的乡道。七月，青山密林沿途
一片悄然， 夏虫也仿佛臣服于炙烤的空
气，蒸腾的气浪中泊着一辆旧车，车前方
一个挽着裤脚的黝黑小伙子正在弯腰清
理道路中央的树枝，末了，他脱下眼镜，
抹去一脸汗朝记者憨笑道：“清理了方便
来往车辆……” 他就是汉滨区关庙镇桥
河村党支部书记李勇。

1994 年出生的李勇是桥河村父老
乡亲眼见着长大的，二十多年来，邻里邻
居都直呼他小名“智勇”，对他的情感更
像是自己的孩子。 哪个父母不期望自己
的孩子飞高飞远，飞出小村落，到大城市
发展？谁也没想到，这个娃竟然愿意留在
山村里。李勇在村里扎根，乡亲们的情绪
都很复杂， 一来怕工作上频频找他；二
来，毕竟是个孩子，亲切有余，威严不足。
“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不留下来，
谁留下来？况且乡亲们相信我，我更要好
好工作，让家乡变得更好。 ”李勇说。

三年工作，一脸稚气的“智勇”蜕变

成了架着近视眼镜的“李书记”，乡亲们
从遇事闷声不吭气到事无巨细有问题就
给李书记打电话， 李勇说乡亲们的认可
就是他工作的原动力。

李勇 2012 年入伍，消防支队出了名
吃苦敢拼的新兵蛋子，半夜急性阑尾炎，
疼得受不住才被中队长送到县医院。 他
说，是部队和战友教会了他坚毅与勇敢。

2017 年复员后的李勇打算从事工程
管理，那时村干部年龄偏大，学习之余李
勇额外教授村里的老干部使用手机软件
并代做电子表格、拟材料。 渐渐地，李勇
踏实肯干、 吃苦耐劳的优点被一众领导
干部看在眼里。

次年， 桥河村的脱贫攻坚工作进入
白热化阶段，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办公自
动化被提上日程， 村里有意正式聘用李
勇为扶贫信息员， 但又怕年轻的李勇另
有打算，出乎意料的是，李勇一口便应承
了下来。 他说桥河村是他的家，没有家，
哪儿有个人？ 他有义务回报家乡。

参与工作后， 考虑村子网络不通企

业带货不便、园区设施薄弱、距离公路较
远， 李勇着手为村子拉网、 改善基础设
施、设路牌；去年连续大雨过后，通往花
椒园区的公路发生坍塌， 然而政府出资
偏低，无人愿意接手工程，是李勇前后奔
波找人垫资，修好了坍塌路段。

路通了， 下一步便是加大本村的产
业发展，引导农户增收致富。 花椒、茶园、
香菇园是李勇每天必至的打卡点， 说及
产业、农户的情况他如数家珍。 花椒产业
园区里，69 岁的种植户丁岩焕看见记者
便要张罗倒水送花椒， 忙不迭夸李书记
好，有朝气、有能力！ 面对村民的夸赞，李
勇腼腆地总结：“多用两点心，一点真心，
一点耐心，用农户理解的方式，把政策讲
清楚说明白，一遍不懂，就再说一遍，直
到大家都明白为止。 ”数年来，一户如此，
百户依然， 正是这样水滴石穿的毅力与
耐心， 李勇才赢得了村民们发自内心的
尊重与信任。

党代表、优秀共产党员、敬业奉献先
进个人、 敬业奉献模范优秀党务工作者
……一系列殊荣落在李勇头上， 既是鼓
励、亦是责任。

秉持初心、放眼未来、着力当下是退
伍军人李勇贯彻始终的工作理念。 除了关
注本村产业和基础建设， 李勇还定期慰问
村上的老年退伍军人，预备趁着“八一”建
军节来临之际， 以党支部名义组织退伍老
兵学习党章党规的活动， 呼吁年轻退伍军
人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学习，积
极投身到村两委的建设工作中来。 村民们
服他，领导们信他，面对盛赞他并不居功自
傲，他说，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三年间，桥河村全体领导干部与村民
携手同心，一次次斩获产业发展先进村、先
进党支部、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等奖项。
拓宽道路、提升人居环境、因地制宜寻求特
色产业突破口……村两委班子正用年轻
化的新思维谋划着桥河村的未来。 这对李
勇来说又是一个新挑战， 但他却充满了信
心与干劲，力争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再为
村里的父老乡亲们做更多好事、实事，让大
伙的日子越过越兴旺。

在安康文学界，有位作家始终以
山水为题材写作。 以水为业，爱水如
命，为水而歌。 倾注他大量心血汇集
而成的力作《润水》一书正式出版发
行，它不但填补了安康水利散文专集
的空白， 而且得到文学名家的好评。
著名作家、省散文协会会长陈长吟为
该书题写书名，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市作家协会主席张虹评价该书是“情
感金片的灼人之光”， 体现了一位水
利人、水利作家对水利事业发展和变
革过程中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1983 年， 李永明入伍后在武警
兰州市支队当兵，从军七年来，从事
专职新闻报道员，先后有六百余篇新
闻报道被刊发在军报和中省报刊上，
因新闻报道工作成绩突出，连续四年
荣立个人三等功。退伍后他进了汉滨
区水利局工作至今，由军人转变为一
名水利人， 而且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二十一世纪初期，看到一条条河流的
渔业资源屡遭破坏的惨状，李永明和
一帮战友每天是马不停蹄的暗访明
查，严厉打击非法捕鱼行为，斩断抬
网捕鱼的黑手。那时候瀛湖库区渔业
资源丰富，瀛湖水质清澈，野生鱼味
道鲜美市场价格不菲，在利益的驱动
下， 库区部分群众无视渔业法规，偷
偷用抬网捕鱼， 绝造成渔业资源锐
减，严重影响库区的水质，库区人民
对抬网捕鱼深恶痛绝，市区一些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写建议提议案，
要求地方政府对非法捕鱼深挖深究
打疼打怕。 为了取缔非法捕鱼，李永
明和他的一帮战友每天吃住在瀛湖
库区， 积极协助开发商进行巡查，现
场收缴非法网具，有一年，李永明和
他的这帮战友冒着高温酷暑，连续奋
战 3 个多月， 拆除抬网 300 余副，并
在瀛湖码头进行了现场焚烧，震慑了
违规捕鱼的不法之徒。在当地公安和
库区政府的配合下，每年收缴非法网
具五百余副，并对多名非法捕鱼者给
予治安拘留，彻底杜绝了瀛湖的非法
捕鱼活动，用法律捍卫了本地宝贵的
渔业资源。在从事渔政管理工作的十
年中， 他担任汉滨区渔政水产站站
长，专攻渔业科技技术推广和大水面
养殖等项目，全区水产品产量曾突破

1.3 万吨，产值达 5 亿元，成为农民增
收的一个新亮点。他还根据水产工作
的实际情况，撰写了二十余篇渔业水
域散文，他曾写的《驻村散记》、《瀛湖
鱼》、《美哉， 瀛湖》、《美水瀛湖》、《瀛
湖瀛湖》、《汉江四美》、《让汉江美丽
富饶》、《瀛湖这里静悄悄》、《水库情
怀》、《悠悠水车》、《野浴记事》、《汉江
散文四题》在省市报刊发表后受到读
者和养殖户的高度赞扬，他本人也多
次被省水利厅表彰为渔政管理先进
个人。他领导的汉滨区水产站连续六
年被省水利厅、省渔业局评为渔业技
术推广和渔政管理先进集体。

然而，无论工作多忙，李永明始
终未减少对文学的炽爱。 只要有时
间，只要有灵感，他就要刷刷地写上
一阵子。 一篇文章的初稿写好后，他
还要反复推敲反复打磨，然后再对外
发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李永明屡
有佳作发表。

李永明得新闻写得恣肆洒脱，得
心应手。 近些年来，李永明又开始尝
试散文写作。 由于基本功扎实，阅历
丰富，加之勤奋，本地主流媒体《安康
日报》隔三差五刊发他的散文；他的
散文也经常被 《陕西农村报》、《文化
艺术报》、《阳光报》、《陕西工人报》等

省级报刊杂志刊发 ；2020 年李永明
的散文《一桥观水》被《人民日报》海
外版刊登。

李永明的文章，大多与“山水”有
关，或者是与水有关的故事，或者是与
水有关的人物， 或者是与水有关的美
景等。 近十年来， 他撰写了五百余篇
山水散文，其中《汉江一桥观水》、《汉
江沙洲》、《秀水绕山城》 等作品报刊
刊发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安康的关
注，为宣传安康山水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他撰写的《别了，瀛湖网箱》、《水
与一座城的恋情》、《汉江一桥观水》、
《归来兮稻田》荣获“《安康日报》水润
汉滨征文”特等奖。 他的文章语言流
畅，自然朴实，带着浓郁的地域气息。
这些文字，向世人展示了安康秀美淳
朴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成为宣传安康
推动安康经济发展的一张张靓丽名
片。

2020 年对李永明来说， 绝对是
可喜可贺的一年：《润水》一书获得汉
滨区首届文学大奖，他的《李老的手
机情结》荣获陕西省民歌民谣头条大
赛二等奖。他的三篇小小说被陕西省
首部乡土文学专辑《秦农丝语》收编，
散文集《润水》荣膺第三届“丝路文学
奖”优秀奖。

江南江北，唐志丹无论走到那
里，腰总是伸的板直，三十多年过
去了，三年军旅生涯留下的军人作
风依旧没有变。 二十世纪 90 年代
初退伍后，他从事过党政机关多个
职业，变更的岗位，不变的是赤子
丹心的为民情怀。 讲原则、守规矩、
求创新、为民生，在平凡的岗位出
彩，这是他一生的追求 ，也是他恪
守的初心准则。

“唐书记以前包我们村， 为我
们办的事很多，我打心底里觉得他
是个好人。 他调离了建民，我们真
的很舍不得。 ”汉滨区建民街道红
云村养殖大户方治兴对唐志丹赞
不绝。 他供职建民纪工委书记时包
联红云村。2020 年，脱贫攻坚“啃硬
骨头”的关键时期，在干部群众忙
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新冠疫情突然
爆发了，一边要发展，一边要静默，
农民辛辛苦苦种植、养殖农产品卖
不出去咋办？ 唐志丹看在眼里急在
心头，他在带着乡亲们齐心协力阻
击疫情的同时，盘算着为村里的产
业找出路， 乡村振兴产业要发展，
党员要带头。 通过精心策划，“主题
党日+消费扶贫” 系列活动在红云
村闪亮登场。 前期，他发动党员干
部将全村联户群众家的农副产品
集中到村指定位置展示； 中期，他
动员红云村的党员群众在朋友圈
“晒”农产品，吸引红云村外的亲朋
好友来购买；后期，朋友手拉手，帮
扶不用愁。

养殖户方治兴家的蜂蜜、 猪、
羊、秆秆酒因疫情卖不出去犯愁，做
梦也没有想到 “朋友圈” 给卖了 20
多万元，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方治兴
逢人就说唐书记是他的大恩人。

红云村群众滞销的农副产品
不到一月销售殆尽， 销售额达 150
多万元。 有人打趣道：这个纪检干
部“不务正业”，却给农户赚了个盆

满钵满。
唐志丹听了笑了一笑，敞开心

扉的说：“我也是农民的儿子”。 他
把群众装在心中，时刻铭记共产党
员的使命就是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事。 建民街道东山村山地广阔，村
里的壮劳力大多都外出务工，大片
土地撂荒。 他眼瞅着好几百亩土地
荒着没人种，心里不是滋味。 他花
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打听村上在外
务工有回乡创业意向的人士，苦口
婆心地劝说他们回乡创业，不知道
吃了多少次闭门羹、打了多少次退
堂鼓。 终于，四组村民吴公康让他
看到了希望，得知吴公康的回乡意
愿后，他找上门为其详细介绍国家
对撂荒地治理政策，帮助权衡外出
和归乡的利弊， 在他的感召下，吴
公康放弃了天津滨海新区的高薪
职业，毅然踏上了回乡之路 ，投资
十多万带头开发 200 多亩撂荒地
种植粮食作物。 “现在你看，这片地

整的平平的，这以后无论是发展大
棚反季节蔬菜 ，还是种粮食 ，都能
让我们村民有个好收成。 ”唐志丹
望着那片平整的土地欣慰地说。

今年五月份，他调到了汉滨区
人社局 ， 又一次分管乡村振兴工
作。 为了尽快进入角色，熟悉人社
系统乡村振兴工作，他利用一切可
以利用的时间到区人社局包抓的
瀛湖镇桂花、学坊村等四个村进行
调研，在得知桂花村张加兵因病住
院生活一度困难时，他组织党员退
伍老兵杨新宇、陈业、杨朋、晏荣昌
等捐款 3000 元， 委托村第一书记
送到住院的张加兵手中，解决了张
加兵的生活之虞。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使命，退
伍多年的唐志丹依然保持着军人
本色，用军人的责任和担当践行着
初心，退伍不褪色，出位更出彩，奋
战在一线，为群众服务在一线。

一路走出兵精神
通讯员 翁军

胸有山水笔自勤
通讯员 农泉

九零后的“兵书记”
实习记者 张君

刚退“一线”又上“火线”
通讯员 刘化学

罗罗军军：： 李李永永明明：：

唐唐志志丹丹：：李李勇勇：：

寻找“最美退役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