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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积拾忆 开在油菜花里的乡愁

再次援疆的公益检察官

今年的“七一”，句容市检察院四级
高级检察官夏立红再次在遥远的新疆
草原度过。5月 27日，他前往远方那片
熟悉的土地——新疆伊犁，开始了第二
次援疆之旅。

夏立红，现任句容市检察院四级高
级检察官。他从事民行检察工作 20年
来，脚踏实地、心怀正义，始终带着对群
众的深厚感情积极投身法治建设，有力
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和谐。

夏立红勤于钻研业务，在同事眼里
是民事理论功底深厚的检察官，有“民
法一本通”的称号。他主持修订了新的
民行办案流程，并围绕流程建立了受案
审查、立案审查、备案审查制度，使案件
采纳率和再审改判率在全市名列前茅，
尤 其 是 再 审 改 判 率 连 续 2 年 保 持
100%。他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
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充分运用民行检察
职能，积极调处矛盾纠纷，定分止争。

201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了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后，夏立红率
先提起镇江市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最终，各被告人赔偿各类费用
298万余元，并在省级媒体公开道歉，同
时通过异地种植的方式开展替代性修
复。该案的成功办理，终结了“个人污染
政府买单”的现象，为本地区办理类似
案件提供了参考和指引，也被市委政法

委评为2018年“镇江市十大精品案件”。
2019年 4月，夏立红响应江苏省检

察院号召，克服家庭困难，主动要求参
加援疆挂职。不到一个月，新疆霍城垦
区里就见到他办案的忙碌身影。

昭苏是著名的天马之乡，辖区内有
200多处历史文物古迹。夏立红听说波
马古城遗址被破坏严重，他立即奔赴古
城遗址。沿着伊昭公路一路颠簸，历时
近六个小时、跨越295公里，终于到达目
的地。他与昭苏垦区检察院办案人员
一起察看现场、调查取证、研究制定工
作方向后，及时与当地文物保护部门沟
通，阐明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提出有针
对性的检察建议。这起波马古城公益
保护案，被评为全兵团优秀案例。

在新疆挂职期间，夏立红把江苏民
行检察经验带到边疆，将公益诉讼工作
干得风生水起，他所负责的民行检察、
公益诉讼等工作，在当年考核中，办案
得分高居全兵团第一。

“再次援疆，是为了在新的起点上，
开启一段更加辉煌的征程。边疆的法
治建设需要每个法治人的贡献，而我会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这份神圣的事
业中去。我将利用以往的办案经验，结
合新时代的新要求，探索更多维护公平
正义的有效途径，为边疆的稳定和谐添
砖加瓦。”夏立红表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
党 103周年。我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是在党的怀抱
里幸福成长起来的，是党给
我指明了人生前进道路上的
方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党
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也没
有我的今天。”在五洲山村村
委会，徐章存激动地对记
者说。

徐章存 1974 年参加工
作，1987 年入党，曾任五洲
山村村长，在职期间他认真
学习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路
线方针政策，带领村民走勤
劳致富的道路，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先后筹建了“光星
汽车配件厂”“镇江市金山枕芯厂”“润州输送
设备厂”等，为村集体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
的努力。

退休后的徐章存受到正益社会组织发展
促进中心邀请，参与村内治理工作。他积极参
加机构组织的各项活动，学习社会治理的基础
知识，努力完成村与机构所订的各项内容，做
好村干部与百姓的桥梁，将村里的重要信息及
时反馈给村民，通过志愿服务活动、文艺活动
等媒介，走在群众队伍当中，关注群众需求并
反馈给村里，力所能及地帮助村民解决需求及
矛盾。

为提升五洲山村村民精神文化生活，2019
年5月，村内计划打造一支文艺团队。徐章存
积极在村民中宣传转告，通过村民相互介绍及

自我推荐，“五洲山村星月艺术团”正式成立。
从开始的几个人到现在的 33人，已形成一定
规模，年龄最小的51岁、最大的82岁，

文艺团队现有 4支文艺队伍，合唱队，旗
袍走秀队，红色经典朗诵队，广场舞队，近年
来，陆续开展文艺培训、文艺排练、文艺汇演
600余次，服务村民超万人次。他们登上过高
新区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大型文艺汇演的舞台，获得过高新区“文艺
播种计划”团体大合唱一等奖；在东篱春晓茶
砚山庄举办大型的文艺汇演赢得了村民的热
烈掌声和一致好评……

文艺惠民的“老村长”

就开始利用所掌握的技术
经验，承担起了社区邻里大
大小的下水道维修任务。

没有的配件他自己出
钱购买；不管什么时候，只
要有居民需要，他也从不推
脱。6月的一天夜里，大雨
倾盆，正在吃晚饭的郭兴奇
接到了孤寡老人成爷爷的
求助电话，他毫不犹豫放下
碗筷，立即拿上工具包赶赴
老人家中进行排查，解决好
堵塞点时已是夜里 12 点
多；老人心里过意不去，想
给他点辛苦费，但郭兴奇执
意不收，怕影响老人休息的
他擦了擦汗，匆忙收拾好现
场后便笑笑起身离开。

烈日当头、数九寒冬，面对有困难的群体，
郭兴奇总是坚持无偿“上门服务”，他总想着为
街坊邻里多做一些事。10多年来，郭兴奇累
计为社区居民义务疏通下水道达 1700余次，
志愿服务近4000小时。

由于平时热衷公益，长期参与志愿服务，
他被推荐为 15栋的“楼栋长”和网格三的“兼
职网格员”。多重的身份和满腔的热情让他成
了网格内的政策宣讲员、文明劝导员、纠纷调

解员和关爱守护员等，每一项工作他都会无怨
无悔地全身心投入。

在他的带动下，社区里越来越多的党员群
众参加到志愿服务中来，尽己所能付出热与
爱，享受奉献的快乐。目前，金湖社区已组建
15支志愿服务队，基本满足居民的个性化需
求，单日最高服务突破 100人次，赢得了群众
的广泛赞誉。

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我们身边
有这么一群普通的人，他们在工作、生活的点滴
中，于平凡处默默奉献，于细微处蕴含真情。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3 周年，也是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日前，记
者走近了几位共产党员代表，他们有的远在他
乡，援助奉献；有的立足本地，服务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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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条研学线路背后
□ 华 翔

暑假到了，济南放了个大招，全市总动员，力推“‘泉’在
济南过暑假”。为此，6月28日，济南还专门召开了“‘泉’在济
南过暑假”系列活动工作部署会。会上，济南正式推出了100
条研学线路。

研学游，大家并不陌生。早在 2014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
旅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提出“积极开展研学旅行”。此
后，国家有关部门及各省亦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政策。我
们的城市，2018 年就有新闻《“研学游”成我市春季旅游亮
点》。时至今日，研学已然成为当前大热的一个旅游业态，很
多城市都在打研学旅游牌。但像济南这样能够一次推出100
条研学线路，少见。所以，有必要去看看其背后。

济南的100条研学线路，分别有泉水文化、历史文脉、传
统美食、自然生态、科技探索、艺术体验、体育健身、乡村振
兴、工业科普和国防教育共10个主题，串起了济南大大小小
传统新兴各式景点。研讨这些线路和相关介绍，我们发现了
与通常的“把景点串起来就是线路”不一样的巧思。譬如，同
样是古城老建筑研学，不同的线路，有民俗文化体验、有红
色革命熏陶、有商埠古风感受……还有皆是工业科普研学
线路，分别有专门感受大国重器的、有特别领悟“工匠精神”
的，还有只是奔着“吃”去的食品特色工业研学……用济南
话说，是十大主题、百条线路，藏着千个研学故事，而背后更
有清晰的设计——“文化场景化、场景主题化、主题线路化、
线路故事化”。

如此的巧思、设计和发展思路，不可能是短时间的拍脑
瓜决策。进一步探究，我们还需要再拉高视野，再拉长视线。

拉高视野看山东。4 月 25 日，2024 山东省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大会开幕式在临沂举办，“见识齐鲁”研学旅游品牌
同步发布。对此，中国网有文章《从“好客山东”到“见识齐
鲁”山东文旅品牌有多“卷”？》有特别分析。文章写道，研学
作为一种深度旅游形态，其本质就在于，不仅要放松身心，
而且要获得成长；不仅要看见风景，而且要学到知识；不仅
要游历世界，而且要理解世界；不仅要拓展眼界，而且要沉
淀智慧。“见识齐鲁”，就是突出和强调回到齐鲁大地，回望
历史现场，回溯文化源流，回归民俗生活，把山东省定义为
一座没有围墙的开放式课堂、情景式课堂、全域化课堂，见
证求证历史、体验体悟生活的行知课堂和见识课堂，以研学
的方式，见识齐鲁大地为中华文明的演变所创造的智慧财
富，行知山东省在新时代践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丰硕
成果。

如是，再回看济南那 100 条研学线路，分明是清晰的顶
层设计之下，基层的生动实践。在济南，顶层设计之后，还有
以一座城市的努力来合力做。比如，还在“‘泉’在济南过大
年”时，济南就专门成立文商旅体一体化工作专班，政府带
头全市上下一起拼。这些，再一次验证了很多媒体说过的
话：推动文旅发展，决不能只是个别部门和个别行业的事，
必须升到一级政府的最高层面来顶层设计、全局统筹、合力
推动。

拉长视线看 5 年。能搞研学的城市，一定是文化底蕴深
厚的地方。恰恰是5年前，2020年7月，济南市委十一届十一
次全会提出做强文化软实力。此后，连续三年，济南在市一
级会议上均提到了“软实力”。2022 年 3 月调任济南工作的
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坚持城市既定的发展战略，亦是全力推
动“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

传承发扬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
过程，既要大处着眼，又须细部耕耘。时任济南市市长于海
田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应媒体采访时说：“城市软实力不
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塑成的，必须有历
史耐心，保持战略定力，在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做好战
略谋划的基础上，制定阶段性目标任务，持续发力，步步为
营，久久为功，不断取得新的成效。”《澎湃新闻》曾有文章，
专门讲述了济南是如何步步为营做文化、实现城市软实力
跃升的，其题为《五步成诗化茧成蝶》。如是，方有了 2022 年
以后，“以文兴城，以文塑城”，济南逐步显现焕然一新的城
市文化软实力；也才有了这两年来，济南火出圈的文旅IP不
胜枚举，丰富的千年“文化IP”资源，成为读懂这座城市的流
量密码。

这样的大势之下，100 条研学线路的集中出现，包括这
些线路背后的文化巧思、产业思路，也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
成的事情了。于是，想起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要增强战
略的稳定性，战略一经形成，就要长期坚持、一抓到底、善作
善成，不要随意改变。”

咱中国，人文底蕴资源丰厚、有资格打造研学超级IP的
地方，颇多。真心想抓住这个机遇的城市，或许可以去看看
济南。

他们是各自奉献的共产党员他们是各自奉献的共产党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勇勇

志愿服务的“热心老郭”

“我家下水道堵了，多亏郭师傅上门
帮忙疏通”“电灯泡是老郭帮我换好
的”……在金湖社区，从年轻人到老年
人，很多人都和郭兴奇打过交道。

郭兴奇今年72岁，是个有着36年党
龄的老党员。12年前，从村办企业退休
后便在社区开始了他的志愿服务之旅。

久而久之，邻居们遇到困难，都爱找他帮
忙，大家都称呼他为“热心老郭”。

“党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只会这
点手艺，能帮上大家的忙，我很开心，脏
点累点怕什么。”这是郭兴奇常说的一句
话。工作时，郭兴奇自学了不少“手艺活
儿”，退休后，他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