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汉
阴县城关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
所组织党员干
部、 人大代表、
志愿者 ,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传
递生命相托、甘
于奉献的正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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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8 年 8 月 15 日在党旗下举起右拳的那
一刻起，“共产党员” 四个字便成了我从医路上最
亮的航标。 作为一名在眼科临床一线奋斗三十余
年的老医生，我常想，党的百年征程是一部为人民
谋幸福的史诗，而我们医者的使命，就是在这部史
诗中写下“守护光明”的注脚。

2008 年的夏天，汶川地震的余波未平，奥运
火炬的光芒已照亮神州。 就在这个伤痛与希望
交织的季节，我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 彼时，
作为抗震救灾后方医疗支援后备军， 我目睹无
数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 他们背着药箱在废墟
间穿梭， 用双手托举生命的重量， 用行动诠释
“为人民服务”的真谛。 那一刻，我深刻明白：入
党不是荣誉的加冕， 而是责任的接力。 从那天
起 ，我的白大褂口袋里 ，除了眼底镜 ，更揣着一
份沉甸甸的初心。

眼科医生的工作，常与精细、耐心为伴。 我们
手中的裂隙灯，既要观察眼底的细微病变，更要洞
察患者心底的期盼。这些年，我始终记得入党时的
承诺：把每一台手术当作一次战斗，把每一位患者

当作亲人。曾有位 101 岁老人患白内障多年，因贫
困迟迟不愿就医，我带着团队制定可行的方案，为
他成功手术。当老人拆下纱布颤抖着说“能看见医
生了”时，我忽然懂得，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在
于豪言壮语， 而是让患者从看得见的变化中感受
党的温暖。

回顾党的历史， 无论是革命年代， 还是新时
代，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的信念。这信念指引着我
们攻克一个个医学难题： 从开展微创白内障手术
惠及失明患者， 到推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进校
园；从疫情防控期间主动请缨，到带领年轻医生啃
下多种复杂眼病的“硬骨头”。每当遇到困难，我总
会想起入党志愿书上的话：“要做一盏灯， 既照亮
患者的眼，也温暖群众的心。 ”

看着科室里年轻党员挑起重担， 看着越来越
多的患者通过我们的努力重见光明，我愈发坚信：
党旗下的誓言，是一生的承诺；医者的仁心，是永
远的坚守。在守护光明的路上，我将继续以赤诚初
心，做人民健康的“光明使者”。

审计一线守初心 履职尽责担使命
□ 阎丽桦

“为国而审、为民而计”。 审计一头连着国家
治理的 “大账本”， 一头系着群众生活的 “小日
子”。 作为审计战线上的一名党员，我始终以初心
为笔、担当为墨，在账册卷宗间、项目工地上，同
伙伴们一起书写先锋答卷，让党旗始终飘扬在监
督一线。

党建铸魂，把稳审计“方向盘”。 为答好审计
这份“民生考卷”，我们以党建为引领，将政治建
设贯穿始终，坚持党建、业务两手抓，把“政治账”
与“经济账”算清楚。 将“三会一课”落实到审计现
场，推动政策学习、党性教育融入项目攻坚全过
程，确保审计监督方向不偏、力度不减。 同时，以
铁的纪律筑牢作风防线， 拒绝 “人情网”“关系
案”，坚守审计独立性，甘作民生福祉的“忠诚卫
士”。

履职尽责，织密监督“防护网”。 主责主业是
践行初心的“主战场”。 我们构建“点线面”三位一
体监督体系，“点” 上聚焦重大项目、 关键资金；
“线”上打通资金分配使用全链条；“面”上聚焦政

策落地普惠实效。 党员们或在深夜的台灯下逐笔
核对账目，或在烈日炙烤的公路上丈量路基，或在
泥泞的山林中核验面积。 去年以来，全市审计力
量以“火眼金睛”扫描 592 个审计项目，查出一批
突出问题，推动建立健全系列规章制度。 这些成
果的背后，是审计人用“铁面”捍卫公正、用“细心”
温暖民心的担当，更是党员干部在岗位上“亮身
份、树标杆”的生动注脚。

接续奋斗，擦亮先锋“金名片”。 审计事业虽
无惊天动地的壮举，却需恒久的坚守。 立足“幸福
安康党旗红”实践前沿，我们将始终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紧扣科学审计、整改攻坚，筑牢政策落地“护
航线”，织密民生福祉“保障网”，锻造审计能力“硬
本领”。 紧盯重大战略、重点项目，靶向整治“中梗
阻”“庸懒散”。完善“审计+整改+公开”闭环机制，
让成效看得见、群众能监督。 以党员的赤诚初心
和实干担当，让党旗在审计一线高高飘扬，为高质
量发展构筑坚实的监督堡垒。

从小我就通过书本了解到革命战争时期
优秀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 这些生动的故事
让我对党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那些鲜活
的人物和感人的故事，如同一颗种子，在我心
中不知不觉生长发芽。

进入大学后， 我怀着对党的崇敬之情，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大二时便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我在入党申请书里面写了这样
一句话———“我将积极工作，做好每件事。 ”

大学毕业后，工作的第一站在乡镇。 面
对 “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 ”的基层实际 ，
看到乡镇党员干部以担当扎根乡土，冲锋在
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抗旱防汛一线，用行动
践行着初心使命。 我深切地认识到，共产党

员不但要 “积极工作 ，做好每件事 ”，还要设
身处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努力做到让群众
满意。

曾经，我帮助一位群众成功追回了拖欠
十余年的房租。 事后，对方专程打来电话表
达谢意，这让我深刻感受到共产党员的责任
担当。 群众的认可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肯
定，也更加坚定了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初心。

后来到市国资委工作，作为政府授权履
行国资监管职责的工作机构，市国资委肩负
着落实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责任，
而我的服务对象也从普通群众变为市属国
有企业。 我深知身上的担子比之前更重了，

能否让国有资产最大限度发挥价值、能否让
“组织放心”，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工作中， 我不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及
时掌握市场经济规律、 熟悉企业运营特点、
了解产业发展导向 ，直面国企改革 、风险防
范 、转型发展等重点难点问题 ，持续精进产
权交易、投资监管、公司治理等工作，不断提
升服务发展的能力。

立足本职工作、争当先锋模范。 在今后
的工作中 ，我将以 “做好每件事 ，让群众满
意 、让组织放心 ”的态度 ，积极工作 ，一锤接
着一锤敲 ,一件接着一件干 ,以跬步之功拾级
而上，以点滴之力为全市国资国企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

以光明为诺 以初心为灯
□ 寇列玲

从“做好每件事”到“让组织放心”
□ 任国路

在秦巴汉水间，有这样一位古稀老人：银
发如霜，却精神矍铄；步履不再轻快，却始终
奔走在奉献的路上。 她就是有着 41 年党龄的
安康市委党校图书馆原馆长潘建华。 从青春
年华到银发岁月， 她始终以行动诠释着对党
的无限忠诚与共产党员的担当。

1953 年出生的潘建华 ，1968 年下乡插
队。 红色的种子早在戴上红领巾、聆听老师讲
述“那是红旗一角 ,烈士鲜血染成”时就已深
植心田。

1983 年，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来袭。
当时在安康市委党校工作的潘建华在校党委
领导下， 与同事们日夜奋战在抗洪救灾最前

沿：腾挪教室宿舍安置受灾群众；轮班在伙房
揉面蒸馍， 保障基本口粮； 跟随校医巡查防
疫，守护校园安全；为抢险一线的军人送去解
暑的绿豆汤……

潘建华以其突出的表现赢得了组织的充
分肯定，同时让她的信仰更加纯粹坚定。 1984
年 1 月，她庄严宣誓入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的誓言，从此成为她一生的行动指南。

2008 年退休，对潘建华而言，是奉献舞台
的转换。 “退休离岗，党员身份仍在！ ”她的话
语掷地有声。 在老年大学，她保持学习热情，
积极参与临时党支部工作， 是校规校纪的模
范遵守者，被授予“五星级志愿者”称号。

潘建华的晚年生活， 是持续发光发热的
生动写照： 作为市老干局红色故事宣讲团成
员，她深入学校、社区，深情讲述安康的红色
故事；她将对党的忠诚、对安康的热爱倾注笔
端和镜头， 创作的诗歌、 散文多篇发表并获
奖，参与创作表演的长篇叙事诗《我的家乡叫
红军》荣获全省老年大学汇演金奖……

岁月染白了潘建华的双鬓， 却丝毫未能
磨灭她眼中的光芒与心中的赤诚。 “初心依
旧，信仰依旧，永远跟党走的决心依旧。 ”这是
她最朴素的坚守，也是最响亮的誓言。 她用实
际行动证明，共产党员的本色永不褪变，奉献
的脚步永不停歇。

银发丹心映党旗 躬身力行践誓言
□ 祁伟俊

红色的 7 月，滚烫的初心，激扬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当历史的
接力棒传到今天，总有一些誓言穿越时空，依然振聋发聩；总有一

些坚守历经风雨，愈发清晰笃定。
聚焦身边的先锋，讲述党员的故事。今日，《幸福安康党旗红

机关党建走在前》宣传专栏重点关注四位我们身边的老中青年党
员。他们或已退休却依然发光发热，或奋战在临床一线，或奔走在
项目工地上、埋首于账册卷宗间，或不断精进专业知识拓展业务
技能……此刻，他们共同打开记忆的闸门，重温入党时的赤诚与
坚定。 让我们在他们的故事里，读懂信仰的力量，看见奋斗的方
向。

本报讯（通讯员 郭欢）近年来，
石泉县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经办中心
着力探索政策精准送达之路， 多渠
道让社保政策被知晓、被理解。

自 2024 年起， 该中心联合县政
务服务中心持续开展 “社保政策直
播间 ”活动 ，重点针对城乡居民 、灵
活就业人员参保、 养老金资格认证
等热点问题进行线上交流解答 ，通
过屏幕共享逐步演示手机缴费流
程 ，清晰解答 “政府补贴如何计算 ”
“到龄待遇如何申领”等核心疑问。

为更好地服务参保群众， 及时
解答群众困惑， 该中心多渠道收集
民意民声，通过现场咨询及时响应，
设置 “政策咨询窗口 ”，由分管领导
和各险种业务骨干轮岗接待， 针对
高频问题编制政策问答手册， 将参
保流程、养老金测算、跨省转移等复
杂流程简化为“一页纸”要点。 该中

心通过电话咨询精准分流，实施“险
种专项分流”机制，对外公布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各
险种专属咨询电话，确保每个险种至
少 2 个咨询热线座席，保障咨询者能
快速精准对接业务领域。该中心通过
意见收集实现闭环管理，分别在全县
社保服务大厅、镇社保站设立“社保
政策疑点”意见箱，并安排专人每周
汇总，针对高频问题和意见，定期在
人社局公众号发布政策并进行解读。

针对山区留守老人信息闭塞问
题，该中心建立“按需下乡”机制，根
据各镇反馈的共性问题，定期选取一
个偏远村开展“社保政策院坝会”，用
方言讲解村民关注的养老待遇调整、
养老金计算方法、缴费档次与缴费年
限等知识，同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
供生存认证上门服务。

清晨， 薄雾笼罩着岚皋县南宫山
镇， 展望村 3 组组长查芝宏骑着摩托
车，后座绑着两个大水桶，正赶往半山
腰的独居老人越其忠家。

查芝宏的这段行程，已成为干旱期
间雷打不动的安排。 “几十年没遇到像
今年这么干旱的天气了，吃水要走几里
地挑， 我七十多岁， 这腿脚不行了，愁
啊！ ”越其忠感慨，“现在好了，干部们知
道我的难处，定期上门送水。 ”

这一暖心服务的由来要追溯到 5
月的一次“院落会”。 当时，组长查芝宏
将越其忠、查宗贵等十户村民的饮水困
难作为重点问题记录上报。 镇党建办立
即启动“三色督办”机制，将此问题列为
“黄色”等级（重要民生保障类），要求 7
日内必须解决。 镇公用事业服务站联合
展望村实地勘察，发现原有的水源点都
已干涸。 面对这一棘手难题，干部们该

如何破局？
“群众需求等不起！ ”镇公用事业服

务站牵头协调，想出一个“土办法”：购
置部分储水桶，在缺水时段，安排网格
员、志愿者用摩托车为交通不便的留守
老人定期送水入户。 方案迅速落地，查
芝宏成了“送水骑士”，解决了包括越其
忠在内十户村民的燃眉之急。 “虽然只
是过渡方案，但干部们把我们的难处真
的放在心上了，我心里感觉暖暖的！ ”越
其忠说。

在红日社区，魔芋种植大户李有林
以前也有自己的烦恼。 他家的核心园区
外，那 1.8 公里的泥巴路曾是发展的“拦
路虎”。 “魔芋丰收时全靠人背车推，损
耗大、成本高，想扩大规模都不敢。 ”去
年冬天的院落会上，李有林作为产业代
表，直言痛点。 这条困扰产业发展的“最
后一公里”，该如何打通？

他的难题被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昌
建列为当季重点问题上报。 镇农业农村
服务中心、 镇综经办负责人现场办公，
听取种植户、运输户的建议。 短短半年
时间，一条符合实际需求、成本可控的
砂石产业路便修到了李有林园区的地
头。 “路通了，心气顺了！ 发展产业我更
有信心了！ ”李有林看着满载魔芋的三
轮车轻松进出，笑容满面。

同样尝到甜头的还有溢河村的余
子。 在这个坐落在南宫湖畔的美丽村
落，2 组村民余子早就相中了自家老宅
的民宿潜力，却因不懂政策、缺乏指导
而迟迟未能动工。 直到一次网格员入户
走访， 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吐露了心
声。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随口一提”
的愿望， 很快被转接到镇旅游服务中
心。

镇上敏锐察觉到乡村旅游的潜力。

在随后的恳谈会上，“支持农户发展特
色民宿”被作为金点子重点讨论。 镇上
不仅组织召开院落会进行全面摸底，还
上门为他解读政策、提供设计参考。 更
让他惊喜的是，联村领导徐勋涛根据类
似需求，整合资源，着手制定民宿产业
发展规划，并计划组织有意向的村民外
出考察学习。 “当初就是随口一说，没想
到政府这么当真，还帮着做大！ ”余子的
民宿现已开始装修，他将成为村里首批
“吃螃蟹”的人。

这些正是南宫山镇抓实抓细“我为
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该镇
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走访、恳
谈与线上问需，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
盼”，疏通基层治理“毛细血管”，让为民
服务从“活动化”走向“机制化”。

日前， 漫步汉阴县双乳镇千亩
荷塘， 接天莲叶与映日荷花相映成
趣，白鹭翩跹 、蜻蜓点水 ，勾勒出一
幅“水清荷韵 、鱼跃鸟欢 ”的生态画
卷。 近年来，双乳镇以乡村振兴为契
机，通过清淤治污 、花卉种植 、小龙
虾养殖等生态工程， 精心打造出集
生态保护、 农业观光于一体的自然
胜境。 如今，荷塘不仅重现了“莲叶
何田田”的诗意景观，更成为展现汉
阴生态文明建设的靓丽名片。

双乳镇以千亩荷塘为载体 ，创
新推出网红小火车、 碰碰船、“草船
借箭”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将传统荷
塘升级为集观光、娱乐、文化体验于
一体的综合性景区。 游客可乘坐小
火车穿梭花海， 或划着碰碰船在荷
间嬉戏。

丰富的互动项目极大提升了游
玩体验。 这一转型成效显著，景区已
接待游客超 30 万人次 ， 同比增长
50%以上；门票收入达 20 余万元，带
动餐饮、 民宿及农产品销售等经营
性收入 8 万余元。 如今，“荷经济”已
成为助推镇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
生动诠释了生态价值转化的成功实
践。

荷塘的繁荣直接惠及了当地百
姓。 53 岁的村民沈桂林曾是一名农

民，靠种几亩水稻维持生计，年收入
不足万元。 为了补贴家用，他不得不
外出打工。 如今，他在荷塘景区担任
管理员， 负责组织员工进行日常管
护， 每月工资 3500 元， 还能兼顾家
庭。 “以前想挣钱得离开家乡，现在
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还不错，日
子真是越过越有盼头了！ ”沈桂林的
笑容中洋溢着幸福与满足。

像沈桂林这样在景区就业的村
民已超过 200 人， 他们分布在保洁、
安保、餐饮、手工艺品销售等多个岗
位上，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此外， 镇里还积极鼓励村民种
植莲藕 、销售特色农产品 ，通过 “景
区+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带动
了 300 余户农户年均增收超过 2 万
元。

镇党委书记沈俭表示， 双乳镇
将深化“荷花+”产业融合，发展荷花
茶、莲藕粉等深加工产品，打造研学
基地、写生基地，延伸产业链条。 同
时 ，推进数字赋能 ，利用直播带货 、
短视频营销等模式， 拓宽农产品销
售渠道，助力百姓增收。

变“急难愁盼”为“暖心答卷”
通讯员 杨业芳

石泉多维发力
确保社保政策精准送达

“荷花经济”别样“红”
通讯员 张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