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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对于丹阳市开发区练湖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而言十分“特殊”，
镇江市委老干部局、离退休干部工委
先后授予该支部“冷金华乡土文化保
护团队”和“杨家和水稻育种团队”为
市级“银发人才工作站”。这份双喜临
门的成绩单，是对支部书记张春耉和
支委一班人智慧与汗水的最好褒奖。

说起支部书记张春耉，还有个
“转行”的故事。原来，2006年退休
前，他曾担任原练湖农场计划财务科
科长、农场统计师，妥妥的经济工作
者。2011年，经支部大会举荐，他被
推选为新一届支部书记候选人。这
一变化，却让他有些犯难。按照张春
耉的话说，自己是个党务工作的门外
汉，怕做不好。

但说归说，张春耉还是服从组织
安排，接过了这副担子。为尽快进入
角色和开展支部工作，他刚上任就用
上了“白加黑”的学习劲头，白天走访
老书记老党员，虚心请教支部工作方
法、党建业务；晚上在家挑灯夜战，学
习老干部政策、支部工作、党建工作
业务等知识。当时，老同志都称他为

“拼命三郎”，他却乐呵呵地说：“要干
好，就不怕吃苦，绝不能辜负大家的
信任。”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为
了让老党员、老同志的思想始终紧跟
形势、与时俱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张春耉抓好思想政治引领和作
用发挥引领两个重点环节，严格落实

“三会一课”制度。近几年来，支部每
个月都开展政治学习。张春耉按照
内容丰富、质量提升的总要求，每次
学习都会结合时政、热点及上级部署
等，精心挑选学习内容，采用学习文
件、通报情况、辅导讲座、专题讨论、
参观学习、党性教育、主题党日、银发
讲习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引领大
家服务新时代、银发争先锋。

支部根据老农垦人具有的农业
技术专长和乡土文化保护的传统优
势，组建了农业技术志愿服务分队，
还根据退休干部冷金华、杨家和发挥
作用的特点，分别组建了乡土文化保
护团队和水稻育种团队，形成了“支
部+志愿服务分队”的作用发挥体系，
在丹阳市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中作出
了示范。

“不仅支部工作是一把好手，而
且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后勤保障员、
服务员”，支部委员冷金华如是评价
张春耉。

针对老同志普遍关心退休费调
整的实际情况，每次有调整，张春耉
都会提前跑部门、学政策，掌握每位
老同志退休费的变动情况并在支部
大会上为老同志解读政策、逐个对照
讲解，让他们及时了解个人调资的情
况，老同志们都十分满意。

由于支部有多名年龄大、行动不
便的老同志，多年来，经常性家访已
成为张春耉的必修课。上门送学习
资料，通报支部工作情况，了解生活
状况，为老同志们尽力解决学习、生
活上的实际困难；老同志生病住院，
他都会及时向单位分管汇报，并第一
时间去探望。支部 94岁的于海清逢
人就说：“我不仅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还遇上了一位好书记。”

勤工作，更善思考。在改革开放
4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等重要
节点，张春耉结合自己所见所闻所

思，分别撰写了《改革开放以来老干
部工作之变迁》《从衣食住行看新中
国农村巨大变化》等心得体会，与支
部党员分享交流。近年来，该支部多
次被评为丹阳老干部系统先进集体，
涌现出多名镇江市级、丹阳市级正能
量先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张春耉
表示，他会倍加努力，服务好、照顾好
老同志，把支部工作做得更扎实，为
推动丹阳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开创
新局面作出新贡献！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陈夕方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有离退休干部103人，其中党
员85人。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是一
支永不言老、画出绚烂夕阳的坚强党员团队，始终洋
溢着青春般的热情与活力，他们平均年龄近70岁，其
中年龄最高的92岁。

“互教互学、结对互帮、暖心互助、多元互促”的
“四互”活动，是交警支队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最鲜明
的特色。用支部书记唐荣森的话说，有了这四个“法
宝”，支部的发展是越来越好。

由于支部离退休干部居住高度分散，赴外地随
子女生活的人数不断增多，加之人员年龄偏大，集中
比较困难，互教互学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敲门
砖”。“通过推动传统‘支部-小组-党员’树状党建模
式向网络状党建模式转变，引导和鼓励小组之间、党
员之间互教互学，做到定期互访、共同学习、相互借
鉴，打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联学、共
助、互学的工作新格局。”唐荣森说，与此同时，每名
党员都可以上党课、提意见以及组织支部的各种活
动，人人都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归属感强，工作的
积极性当然更高。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是支部党员的一个
“习惯”。2018年10月，新一届支部班子组成后，坚持
每周召开支委会，集思广益，为支部发展凝聚合力。
而结对互帮就是效果最佳的互助行动。5名支委与
年龄较大及重点党员结成“互学互帮对子”，在党员
之间也结成了若干“对子”，“对子”之间互学互比、互
帮互助，有效发挥了弱项互帮、能力互补功能。支部
内有18名非党老干部，他们不但被编入党小组，还有
指定党员与他们结成互帮对子，引导统一参加各种
活动，接受党的先进性教育，组织的关怀就在点滴细
节里温暖人心。

组织学习有干劲，生活关怀也不能少。支部积
极为老同志排忧解难，对年迈和身患重病不能参加
集体活动的老党员、老干部，坚持定期走访，送去组
织关怀。今年，有位老干部因肺癌住进医院，一度情
绪低落，支部多次上门劝慰，助其树立信心、战胜病
魔；每年对因患病个人自付超支较多的，向组织申请
补贴，以减轻老同志经济压力；对去世的老同志，支
部一直坚持送上慰问金、送别最后一程，让其家属及
其他老干部能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值得一
提的是，支部还根据老同志特点，推进“定点互促”，
对 90多岁的张希忠和汤中允老人上门开设“一个人
的党课”，及时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心中。

一座暖心互助的大桥，悄然搭建在支部党员的心中。
组织生活好不好，关键看成员的热情高不高。“支部着眼老干部的兴趣爱

好，提出‘多元互促’活动开展模式，增强支部活动吸引力和老同志的参与热
情。”唐荣森说，室外活动有参观体验市离退休干部政治生活馆、齐唱“我和我
的祖国”、去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等活动；市内活动有专属的“党员活动室”

“政治生活室”，虽然面积不大，但便于老党员就近分成党小组参加政治学习，
还能读书看报，老友相聚，打乒乓球等，而且全天开放；网上还有支部微信群不
间断开展专题教育、防病治病、健康养老等知识介绍，老同志网上“活跃度”也
极高。“三管齐下，活动丰富，老同志的热情当然高。”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交警支队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的老同志们饱
含着对生活、对社会的一份热爱和一份责任，积极参与党的建设，在融入社会、
老有所为中付出智慧和辛劳，同时收获更多的快乐和温暖。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唐荣森

金山公益健康大讲堂

让“生前预嘱”
走进失独老人

本报讯 7 日下午，一场别开生
面的金山公益健康大讲堂活动在九
久老年康复中心举行，江大附院老
年医学专家为近百位失独老人做了
营养与健康以及安宁疗护知识的报
告，也让失独老人们第一次走进了

“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是指人们在健康或意

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
伤病末期或临终时选择或不选择哪
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当一个
人的生命走到尽头，你是选择安详离
去，还是选择忍受心脏按摩、气管插
管、心脏电击以及心内注射等急救措
施，你是否愿意依赖生命支持系统维
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生前预
嘱就是将选择权放在自己手中的一
种做法。”江滨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
侯莉说，签署“生前预嘱”以掌握自己
的生命归途，这是个既陌生，又厚重
且前沿的理念。虽然目前在不少欧
美国家已得到法律保护，但在中国尚
处于起步阶段，属于缓和医疗的一个
部分。

现场，多位失独老人表示今后要
多了解“生前预嘱”，吴永宁老人告诉
记者，老两口都已经 70多岁了，活着
要快乐，死了要有尊严，希望金山公
益志愿者为自己和老伴办理好生前
预嘱。记者了解到，金山公益志愿者
团队成立 7年来，先后有 27位失独老
人在志愿者们满满的爱中离开了这
个世界，临终关怀成为失独老人最为
关心的话题之一。金山公益志愿者
团队负责人瑶瑶介绍，目前已经有 3
位失独老人签署了身后捐献遗体的
文件，“生前预嘱”的签署能够为金山
公益志愿者当好失独老人生命最后
一站的守护者。

（万翔 曾海蓉）

本报讯 “你看，志愿者们帮我
搞卫生，帮我晾晒被子，还与我拉家
常，他们可真热心哇！”12月2日，天
一放晴，丹阳云阳街道云阳桥社区
低保户李凤英家里迎来 5 名志愿
者，志愿者们的到来，给李凤英的家
里带来了冬天般的温暖。

这只是云阳桥社区开展“冬日
暖阳——关爱困难老人”志愿服务
活动的一个缩影。随着天气逐渐寒

冷，为了给困难老人送去“冬日的暖
阳”，从11月28日开始，社区立足实
际，以围绕服务社区、服务居民的工
作宗旨，大力组织开展“冬日暖阳
——关爱困难老人”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冬日暖阳”活动，一方
面为辖区困难老人送去毛毯、毛巾
等生活用品；另一方面，志愿者开展
便民服务，陪老人聊天、清理卫生、
家电维修、盲人按摩、理发、修自行

车等一系列的生活服务。截至目
前，志愿者义务服务 10余人次，深
受广大居民欢迎。

此次活动，给困难老人带去了
社区大家庭的关爱和温暖。今后，
社区也将会把这一爱心活动继续下
去，让更多的困难群众感受到这份
最真的关怀，同时也希望通过此类
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爱困难
群众的行列中来。（朱长华 佘记其）

丹阳云阳桥社区“冬日暖阳”活动暖人心

67 岁的李赞扬是我市资深文
化学者，他凭着对镇江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的诚挚热爱，一直致力于发
掘镇江的历史文化遗存，特别是古
街巷地名掌故的手机整理，通过长
达30余年的不懈努力，一本集文化、
历史、地理与资料性、权威性、文献
性的力作《镇江古街巷地名掌故》终
于付梓出版，这本极具故事性、可读
性和系统性的力作，为镇江这座
3000年历史文脉又注入了新的内涵
与熠熠闪光的历史印痕。

翻开《镇江古街巷地名掌故》一
书，扑面而来的是市区187条街巷在
历史烟云中闪发出的文化积淀和光
芒。李赞扬通过大量实地走访、考
察，查阅镇江的历史资料档案，积累
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及音像制品，通过
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字斟句酌，终于
完成了这部近50万字的辞典著作。

李赞扬1953年6月出生在市区
钓鱼巷，从小在镇江的寻常巷陌中
摸爬滚打，后来上了镇江师范，曾任
教于多所学校，后进入市民政局从
事地名普查等工作，之后又在市烈
士陵园等单位，因工作需要，接触并

了解了许多镇江的人文历史、地理，
特别是镇江的古街巷地名掌故的历
史渊源。为了收集归档资料整理，
听障一级残疾的李赞扬付出了比常
人更为艰辛的劳动。他曾靠自己的
真诚与努力，采访了众多历史人物，
留下了许多极其珍贵的采访录音资
料，为镇江的文库文脉增添了最具
历史性、文献性、革命性的资料。

李赞扬说，地名文化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一个独具特色的门
类，它以独特的方式默默地记录、传
承着古老的中华文明，是我国悠久
历史、灿烂文化的生动写照。城市
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为了便利人们的生活，无数的地
名接二连三出现，有的定格在历史
的记忆中，有的传承久远影响至
今。文化名城镇江拥有3000多年的
悠久历史，地名文化源远流长，寻常
巷陌，一条不起眼的古街古巷也许
就承载着一段历史，抑或一个情节
跌宕起伏的故事，比如果子巷、板壁
巷、磨刀巷、爸爸巷、万古一人巷
等。要解读镇江，了解镇江的文化，
通过镇江的街巷地名掌故，就能窥
知镇江文脉发展与传承的脉络。

李赞扬在搜集了大量的资料
后，经过深思熟虑，借用了词条式的
编撰方法，围绕某一地名，以掌故开

头，考证历史资料，辨析民间传说，
边叙边议，再现了镇江文化的精致
与深厚。

李赞扬说，镇江是一个多元民
族的聚合体，汇融着各地的文化文
明与特长，如五条街，在元、明时代
已成为镇江城市的商贸中心，名气
很大。《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镇雷
峰塔》写道：“夜间叫他去五条街卖
豆腐的王公楼上歇”；《古今小说》中
有《张生彩鸾灯传》也说：“我有远
族，见在镇江五条街开了招商客
店”；清《红楼复梦》中也多次提到五
条街。“五条街”在中国的街巷地名
大辞典中，属于镇江独有的地名，万
千街巷地名中没有与之雷同的，这
是镇江城市的骄傲。

李赞扬谈到，由于城市的不断
发展与拆迁改造，许多具有历史意
义的地名已不复存在。在传承文化
的今天，相关部门已将古地名重新
标记于新的建筑群中，这是值得肯
定的。由于《镇江古街巷地名掌故》
成书较为仓促，尚有一些疏漏，如西
津渡、五十三坡等资料未予纳入，为
弥补这一缺憾，同时也为了传承并
挖掘镇江更多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他正在撰写《闲话京口》及《镇江的
传 说（民 间 故 事）》两 本 书 稿 。

王南昌

挖掘街巷文化 传承古城文明

六旬听障老人著书讲述地名故事

本报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
打浪啊……”5日下午，在优美舞蹈
的开场下，百业润民爱心公益服务
社的公益创投项目正式启动，通过
为空巢老人提供亲情陪护、健康保
健、文化娱乐等志愿服务项目，提高
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

现场除了文娱演出，电力路片

区的空巢老人还享受到了量血压、
血糖，插花、手机上网培训等志愿服
务。百业润民爱心公益服务社负责
人王先生表示，他们是一家提供专
业服务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希望通
过此次创投项目，提升空巢老人的
生活舒适度和满意度。

（杨佩佩）

关爱空巢老人 公益组织在行动

“门外汉”干出一片新天地张春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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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为高龄党员开设“一个人的党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