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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是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史学
习教育的落脚点。处于乡村振兴主战场
的乡镇，更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前
沿阵地。因此，乡镇干部应架好“连心
桥”，当好“主心骨”，做好“贴心人”，
切实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架好“连心桥”，画出最大“同心
圆”。“连心桥”其实就是一座解决实际
问题的通道和桥梁。群众有很多问题需
要解决，途径在哪里？就在这座“桥”
上。架好“连心桥”，这是党组织对干部
的一个要求，也是群众的一大期盼。

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元年，乡镇更应主动担
当，架好“连心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在思想、行动、能力等方面武装自己。
思想上，要紧跟党的指引，坚持学思用
贯通、知信行合一，在自我加压、自我
革命中得到升华；能力上，要有能“沉

下去”的本领，把基层的大小事务做
好，把基层的繁杂情况摸透，面对问题
时方能了然于胸；行动上，要秉持“一
切为了人民”的原则，在处理群众问题
时放下个人身段、保持公正立场，耐心
倾听群众心声，用心查找问题来源，做
到不偏不倚。通过“沉下去”，既把党的
方针路线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当好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
里”；在深入群众中察民情、访民忧、听
民意，把群众的所思所盼作为推动工作
的“第一信号灯”，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进而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当好“主心骨”，成为凝聚群众的
“吸铁石”。乡镇党政班子是乡镇的“主
心骨”，一个乡镇发展得快慢，取决于乡
镇党政班子的领导作用。从近来来我镇
一些工作“起起伏伏不稳定”的现象
中，我反思出一个问题，就是“主心
骨”缺少了“磁性”，奋进的斗志减弱

了，有时甚至产生“躺在功劳簿上吃老
本”的松懈思想。不进则退、慢进则
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上下齐
心，必须争当先进。在4月16日召开的
全镇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我们亮出了年
度目标、任务，同时，严格考核奖惩机
制。从大家的反应中，我们又看到了人
心凝聚的巨大力量。

从工作实践中，我获得这样的认
知：什么时候我们“主心骨”角色担当
得好，凝聚力和号召力就强，取得的成
绩就大，反之则相反。具体来讲，当好

“主心骨”就是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担当
起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职
能，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让基层
党组织成为凝聚群众的“吸铁石”，让广
大党员做引领群众的“排头兵”，无论遇
到多少艰难险阻，还是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

做好“贴心人”，践行初心使命。
“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当下，发展
好乡村，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
的责任担当。我们要把服务群众作为践
行初心使命的永恒课题，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要坚持与百姓心连心，与
群众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把履行
岗位职责与服务群众紧密结合起来，做到
围着群众转、帮着群众办，始终做人民群
众的勤务员。通过强化公仆意识，增强为
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让群众有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群
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最突出的问题是
什么、最现实的利益有哪些，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就朝着哪里发力，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就聚焦到哪里，以坚定的人
民立场植根人民，在坚持人民至上中造福
人民。 （作者系钓鱼镇党委书记）

架好“连心桥”当好“主心骨”做好“贴心人”
□李庆斌

今年的4月23日，我们迎来了第26
个“世界读书日”。春风和煦，正是适合
开着窗户阅读的好日子。

自26年前的4月23日被定为“世界
读书日”后，每年的这个日子，阅读就
以节庆的形式，召唤人们向精神世界继
续前进。多读书、爱读书、读好书，越
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阅读正以动人的
身姿，紧紧追随着这个时代。

书籍是人类记忆的容器，是人类智
慧的结晶，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
著书从来就是人类获得智慧、传递文明
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所以说，人类
的阅读史几乎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文化的血脉、思想的光芒、民族的传
承，都在书籍中绵延不绝，永传于世。

关于读书，英国哲学家培根告诉人
们：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
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
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
所学，皆成性格。

读书是中国人的传统。国人主张行
万里路，读万卷书。古语有云：“读书可
以明理得道, 可以修身养性”；今天的人
们仍然相信，读书拥有改变命运的力
量。读书习惯与个人前途息息相关，读
书是极为厚重的“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正道修行。

读书可以点亮生活。就拿去年武汉
方舱里的“读书哥”来说，人在方舱，
心在读书，置疫情于方外。虽然方舱是
狭小的天地，但读书打开了新的大门，
使视野无限扩大，看到的是广阔天地大
千世界。此情此景，真正应验了英国作
家毛姆的那句话：阅读是一座可以随身
携带的避难所。书本就像朋友，它随时
陪伴左右，抚慰心灵，照亮生活。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生在世，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
阅读是重要的精神成长。一个人，只要
愿意，无论身处什么阶层，都可以成为
一个精神贵族。

许多爱书人士都说，阅读习惯的养
成，往往始于孩提时代。当读书爱好深
入骨髓时，也会将所遇到的人和事都当
作书来读。人如字，事如画，就这样读
懂生活，读懂人生。读书于是有了它的
终极意义。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其实每一天都
可以是“读书日”，多读书、读好书。无
论技术怎么进步，无论有多少大屏小屏
在晃来晃去，当淡淡的阳光抑或灯光照
亮一本书的某一页，我们会发现快乐就
在眼前。

世界读书日，唤醒阅读的意义
□陈江

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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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储 之 窗

本报讯（通讯员 童洋帅 金 蕾 全
媒体记者 冯兆宽 ）“徐老师，你这幅画
右下方嫌空，党旗可以再画大些，要将党
旗飘扬起来，才显大气！”4月20日晚，垛
田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里，一位叫仲
憬的党员志愿者与垛田农民画画家徐兴
海现场切磋画技。当天晚上，20多名农
民画爱好者在这里学习农民画创作。

“为了喜迎建党 100周年，我们学
员画的农民画都是围绕感党恩、讴歌党
的主题。”多彩垛田·艺课堂的组织者吴
萍向记者介绍说。在创作室，记者看到，
学员们创作的《红船引领再出发》《星火
燎原》《社会主义发展史》《永远听党话》
等农民画，全都聚焦于热情讴歌党这一

“红色”主题。

徐兴海创作的农民画《永远听党
话》，一位新四军手拿驳壳枪目视前方，
炯炯有神；一位姑娘正在织绣鲜红的党
旗；一位老太太在看记录垛田人民革命
战争纪实的书籍《烽火菜花魂》。画面上
还有金灿灿的菜花垛田以及垛田香葱、
龙香芋。整幅作品将热情讴歌党与乡村
振兴主题有机地融合。

8岁的刘子烨小姑娘是培训班上年
龄最小的学员。当天，刘子烨忙着画一
幅题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的农民画，
一笔一划间，显得有板有眼。“别看她只
有 8岁，两年前就开始参加我们的农民
画培训活动了！”吴萍告诉记者。

66岁的退休教师张义法是培训班中
岁数最大的。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张
老师花了三天时间，画成了一幅《百寿
图》，当晚也带到了现场。张义法告诉记
者，为画好这幅画，他特地买了“金墨
水”，先在宣纸上画上 100个红灯笼，再
在灯笼上写 100个不同字体的“寿”字，
最后再画上一面党旗、四朵葵花和一个
大五角星，表达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周
围。

此次垛田街道的农民画主题创作培
训班从 4月 8日开始到 6月底结束，分两
期进行，第一期为初级培训班，在室内进
行；第二期为提高班，将组织学员创作采
风。培训班本来计划招收 20人，可一下
子有 50多人报了名。据介绍，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彰显红色文化，
展示乡村振兴建设成果，今年，垛田街道
还联合多部门举办“庆百年·绘振兴”
2021兴化垛田·全国农民画大赛，面向全
国征稿。

垛田农民画历史悠久，是在绘画、刻
纸等传统民间艺术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
来的新的美术形式。当地农民在劳作之
余，把兴化垛田独特的自然风光、风土人
情、生产生活等融合进绘画之中，或表达
生活向往，或表现喜怒哀乐，画中散发着
里下河水乡人家特有的泥土气息。近年
来，垛田街道已成功举办四届全国性农
民画大赛，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垛
田农民画一条街，营造垛田农民画特色
文化氛围，唱响“新时代文明实践+”主
旋律。近年来，垛田农民画创作群体中，
先后涌现出一批“泰州名匠”，江苏省乡
土人才“三带”名人、能手和新秀，以及

“泰州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兴化市级
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

“现在，垛田农民画年轻创作者代表
已创办了墙绘公司，注册了兴化市垛上
农民画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开发了很多
农民画文创产品。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挖掘垛田农民画的其中价值与效益，将
农民画做成产业，向外推介。”垛田街道
党工委书记崔淦才说。

幅幅农民画 热情讴歌党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明方）4月 22日
下午，千垛镇 230多名党员干部来到位
于陈阳村的红色收藏馆参观，接受红色
文化体验和熏陶。

“这些红色藏品见证了我党各个发
展阶段的光荣历史，让人感受到一代又
一代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艰辛
历程，我们从中能够汲取得到精神上的
力量。”水兴村党支部书记刘仁庐在参观
时动情地说，要把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
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传承和发扬好党
的优良传统，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
奋斗姿态，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

陈阳红色收藏馆占地面积 1000多
平方米，去年 12月建成开馆，已累计免

费接待社会各界参观人员 1万多人次。
展馆分为党建展示厅、伟人展示厅等 9
个展厅，共有藏品 60多万件，这些珍贵
的历史文献和党史资料涵盖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开放时期，工、农、兵、学、商都
有涉及，还有地方上生产、生活、学习、工
作中的珍贵史料，现成为集党史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传统教育、科普
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教育基地。

该红藏馆为兴化市区域内和行业内
规模较大、有影响力的红色教育基地。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为满足组织
和个人前来参观学习、开展教育，“红藏
馆”创办人王朝元对展览设备、消防安
全、电器电路等设备设施进行集中检修

维护，聚焦党史学习教育，修改和完善了
讲解词，提升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仅
今年 3月份以来，“红藏馆”先后接待了
260批、3800多人次的参观人员，他们当
中既有来自于兴化有关乡镇和机关部门
的，也有山东省淄博市、江苏无锡市等远
道而来的参观学习团队。

“红藏馆”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热门“打卡点”

垛田街道聚焦红色主题挖掘创作“富矿”

4月20日，陈堡镇蒋庄村
举办一年一度的农民踩街活
动。农民踩街是一种自娱自乐
的传统文化载体，已有上千年
的历史。当地群众用传统的文
化载体表达喜悦之情，祈祷五
谷丰收 。

杨桂宏 摄

踩街民俗
欢乐上演

本报讯（通讯员 戎 兴）为进一
步满足小微企业多样化、个性化的金
融需求，深度服务地方实体经济，近
日，邮储银行兴化支行小企业中心走
访调品味企业协会、铸造企业协会主
要会员，面对面了解民营企业的需
求，为后续的业务发展打下基础。

长期以来，邮储银行兴化支行小
企业客户经理主动送服务上门，针对
融资需求在 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
业，推出手续便捷、无需提供财务报
表的“快捷贷”业务；针对纳税信用记
录良好的企业，推出无抵押、免担保
的“税贷通”。通过持续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始终保持小微贷款低利率水
平，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越
来越多的小微企业正在享受邮储银
行带来的降本让利的成果。

下一步，邮储银行兴化支行将继
续以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为
己任，上下齐心、通力合作，努力保持
小微企业服务价格“优于市、惠于
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把“阳
光透明、方便快捷、价格优惠”的金融
服务送到千企万户，与小微企业同成
长、共进步，为促进经兴化经济社会
发展和金融改革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邮储银行兴化支行
服务地方实体经济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