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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把群众当成家人，只要能够帮得上忙，就一定帮。”群众口中靠谱的“知
心人”，指的就是武进区前黄镇退休干部邵竞梅。老干部党支部书记、特聘调解员、前黄镇南杨桥古
文化研究会会长……邵竞梅身上贴了不少标签。2015年退休后，她身兼数职，热心公益，充分发挥
自己的“斜杠能力”。

□记者戎易

“余老，我代表党支部向
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愿你继
续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史老，身体感觉怎么
样啊？没有再觉得心慌吧？”
作为前黄镇运村老干部党支
部书记，这些年来，邵竞梅把
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送到了
党员心坎上。组织党员过“政
治生日”，赠送红色读本《长
征》；开展学习《习近平著作选
读》，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设

文艺党课，邀请前黄雅韵艺术
团献演舞蹈《党的二十大精神
放光芒》、戏曲《中国式现代化》
等节目……依托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主题党日活动，邵竞
梅充分了解党员思想动态，征
求党员意见建议，引导退休老
党员学习“不放松”、思想“不掉
队”。
“活到老，学到老”是邵竞

梅常挂在嘴边的话。退休后，
她坚持参与“学习强国”App
的每日答题，一日不辍。“‘学

习强国’是一个‘知识宝库’，每
天我都会抽出 1小时，了解新
闻时政、文艺科学、诗词诗句、
党的方针政策等，学金句、强
精神、跟党走。”邵竞梅介绍，
目前，她的“学习强国”总积分
已达 46000分以上。去年，邵
竞梅还被特聘为龙城“银”才
武进库成员，“我将继续以身
作则，做时代精神的忠实传播
者、做服务群众的模范实践
者、做志愿服务的热情参与
者。”邵竞梅表示。

永葆政治本色，“学习标兵”以身作则

弘扬杨桥文化，社团活动风生水起

今年二月初八，第十二
届杨桥庙会热闹上演，调犟
牛、调三十六行、掮轮车、杨
桥捻纸等 30多项民俗表演精
彩纷呈，吸引了常州及周边
城市的数万名游客慕名前来。

杨桥庙会自 2009年恢复
以来，已然成为常州文化传
承的亮眼名片，而作为前黄
镇南杨桥古文化研究会会长
的邵竞梅，在老庙会焕发新
生机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
用。

作为土生土长的前黄人，
几年来，在邵竞梅的推动下，

杨桥地区续修了各姓氏宗谱
15部，新建了 6座宗氏祠堂，
申报了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 12 个，“调犟牛”
和“杨桥捻纸”于今年 3 月
送审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目前公示已经结束。
“难能可贵的是，杨桥庙

会演员基本由杨桥本地群众
扮演，年轻表演者占比超过三
分之一。”邵竞梅介绍，为了推
动年青一代加入庙会表演，为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储备人才，
她把常州市级非遗保护项目
“调犟牛”、“杨桥捻纸”与运村

实验学校的学生活动相结合，
围绕“红色文化传递正能量，
非遗文化兴校再担当”开设公
益项目。去年，运村实验学校
被常州市评为“杨桥捻纸十佳
社团”，系武进唯一。

退休不褪色，余热写春
秋。邵竞梅精心保存着一本杨
桥《非遗画册》，这本画册经她
一手校对审核，现已印刷 1000
册出版。“我想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让濒临失传的民间传统
艺术得到传承、延续和发展，
让中华传统文化绽放出新的
光彩。”

打开群众心结，调解工作尽心尽责

“不论是家庭矛盾、赡养
纠纷，还是劳动争议、乡邻纠
葛，尽管来找我！”热心的邵竞
梅坚持为群众排忧解难，她的
耐心诚恳和客观公正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久而久之，便成
为了邻居口中的金牌调解员。

2017年，武进区司法局完
善大调解机制，开展“三驻”活
动。基于丰富的基层工作经
验，邵竞梅被选聘到区人民调
解委员会和区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中心，成为特聘调解员。
多年来，她走遍辖区大街小

巷，参与配合调解各类社会矛
盾纠纷 150多起，调解成功率
高达 99%以上，成为化解矛盾
纠纷的行家里手。

邵竞梅还总结出了一套
调解技巧：第一，事前要做足
“功课”，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
清楚，分析出矛盾症结所在；
第二，事中要剖析，根据前期
了解的情况“对症下药”，抽丝
剥茧解开当事人心结；第三，
事后要回访，不定期与当事人
沟通，跟踪案件执行情况。“走
进当事人的心里，是矛盾化解

的最大技巧。”邵竞梅补充道。
受理校园伤害事件、接手

非婚生子女诉讼纠纷案件、解
决违规装修的乡邻矛盾……
邵竞梅面对不同矛盾采用不
同调解方法，以法避矛、以情
化盾、以心解结。去年，邵竞梅
参与的两个案例被常州市司
法局评为优秀案例。

湟里镇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蒋建华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时
强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
走在前、做示范，谱写“强富美
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近日，我走进水美乡村———湟
里镇葛庄村，看它如何描绘“强
美富优”现代化乡村新景象。
漫步葛庄，小桥流水，白墙

黑瓦，绿树红花，如诗如画。村
道干净整洁，文化墙鲜活亮丽，
党的二十大精神墙绘格外醒
目。湟里镇葛庄村位于常州西

南，地处武进、宜兴、金坛交界
处。近年来，全村居民共同努
力，锚定村民生活方式城镇化、
农业生产方式融合化、农村生
态环境田园化的发展定位，在
走好产村融合发展路径的同
时，人居环境和美丽乡村建设
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获
评江苏省生态村、江苏省特色
田园乡村、江苏省和谐社区建
设示范村……美丽乡村景致全
域绽放。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葛庄村结合实际，通过土地整
治和集约高效利用，实现资源
高效配置，凸显农村土地价值，
与村内 46 家工业企业全部签
订了租赁补充协议，200 亩集

体土地入市，实现土地出让金
5600万元。村级留存的资金除
了固定分红反哺村民，其他主
要用于农村环境的提升改造以
及发展乡村旅游和文化事业，
让群众富口袋也富脑袋。

整合资源 写好乡村振兴答卷

追青逐绿 推进水美乡村建设

“以前村里池塘的水很脏，
夏天还会有臭味。”老党员王
国良感慨地说，“经过改造，
水变清了，环境变美了，村民
吃过晚饭就会来这里散步。”

2017 年以来，依托美丽
乡村建设，葛庄村积极推进小
微水体整治，先后投入 2000
余万元，创建张家、下场、葛
庄、湾里等 4个美丽乡村。同
时积极推进小微水体整治项
目，以建设“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现代河网水系为

目标，坚持“整体规划、整村
推进”，系统开展全村河道、
村塘的综合整治工作。截至目
前，全村 64 个水体完成整治
提升工作，其中 3条河道创成
省级农村生态河道，2个自然
村创成省级水美乡村，村居环
境基本做到了“一年一个样，
年年大变样”。全区首座村级
生态湿地公园也落户葛庄，之
前的“脏乱差”变成“美如
画”，“人在画中游”的愿景
成为现实。

共治共享 塑造乡村精神风貌

为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葛
庄村趁热打铁，围绕“勤俭
星”“和睦星”“环保星”
“诚信星”“公益星”“致富
星”六星标准，开展星级家庭
评选活动，家家户户门牌上的
星星颗数成为村民间的一场友
好较量。截至目前，全村共有
六星家庭 3 家、五星家庭 55
家，在比学赶超中形成了民风
淳、家风好的氛围。村民的责
任感、荣誉感、参与度得到了
极大提升，“共建、共治、共
管、共享”的理念也深入人
心。人心和善、和睦安宁，成
为葛庄村一张文化名片！

看变化，话发展，再出发！

葛庄村从乡村特色出发，以乡
村生活为原点，整合优势资源，
服务美丽乡村建设，让村民们
共享村庄蝶变带来的丰硕果
实。作为湟里镇退休干部，我将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宣传
党的二十大精神，让党的好政
策、好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支
持、鼓励、动员广大离退休干部
积极参与到环境整治和乡村振
兴工作中，为“强富美高”新江
苏现代化建设贡献银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