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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社区：“邮驿先锋队”探索小区“微自治”
琵琶社区的邮驿花苑是拆迁安置小区，

居民主要是原老旧民房户以及原太平村渔
民，人员结构比较复杂，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贫困家庭比较多，物业管理不到位，小区环
境比较差。如何甩掉“重点问题小区”帽子，
仅仅依靠社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利用小区
资源解决小区问题，为此，琵琶社区成立了
一支党员为主、群众参与的“邮驿先锋队”，引
导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通过“三做”促
“三改”，彻底改变了邮驿花苑小区的面貌，成
为了琵琶社区加强居民自治的一个微缩版。

帮扶感动主动做，一改小区居民不愿沟
通的状况。家住在邮驿花苑的李桂梅，退休
在家料理家务，和周围邻里相处不多，少言
寡语、郁郁寡欢。邮驿先锋队看在了眼里，放
在了心上，组织几个党员和热心的群众走进
李桂梅的家中与她聊家常、聊生活、聊子女，
可是李桂梅依旧不敞开心扉，只是敷衍的回

答。经过先锋队一次次上门谈心，一次次帮
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久而久之，真心
相待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先锋队了解到，李
桂梅一个人将自己的儿子抚养长大结婚生
子，可是就在一年前，她自己被查出患有胰
腺癌，终日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得知这一情
况后，邮驿先锋队及时联系了社区，恰逢全
市开展“精准扶贫、帮扶到户”活动，经过社
区民主商议，一致同意将李桂梅列入琵琶社
区困难家庭，有针对性进行帮扶。就是在先
锋队队员的一次次嘘寒问暖、谈心谈话中，
李桂梅慢慢开始愿意与他们交谈、与邻居沟
通，生活中的烦恼逐步得到了释放。

党群联动争先做，一改小区居民家风不
正的问题。家住邮驿花苑的白玉兰，常年瘫
痪在床，三个女儿都对她不管不问，但庆幸
的是，她有一个好媳妇杨松香，几年如一日
的照顾老人家的饮食起居生活，不怕苦、不
怕脏、不怕累。先锋队了解情况后，将其孝亲
敬老事迹进行广泛宣传，她也因此成为了小
区左邻右舍子女们的榜样。此外，由于杨松
香退休在家，在外做保安补贴家用，微薄的

工资远远不够家里的生活开销，先锋队主动
到社区了解申请重残的条件与流程，帮她填
表格、跑手续，耐心细致的为她做好一切事
务，给予她经济上的支持。老人家的三个女
儿在面对小区居民无声谴责、面对社区和先
锋队的无私奉献时，也慢慢对自己母亲开始
接纳，尽起了为人子女的基本职责。

模范促动自觉做，一改小区居民文明素
质不高的问题。前几年的邮驿花苑，小区内
毁绿种菜、墙体乱涂写、乱张贴、杂物乱堆

放，人员居住复杂，衍生出很多社区矛盾。很
多业主拒不交物业费，连续炒鱿鱼炒走两家
物业公司。先锋队队长张桂珍作为一名老党
员，自己首先动手清理门前的杂物垃圾，并
义务为小区除草、除菜，她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感化着周边的居民，时间久了，先锋队的
队员和一些热心居民纷纷开始行动，小区环
境得到了整治。不仅在环境整治方面，就连
物业管理的难题也被他们解决了。小区业主
赵文霞是拒不交物业费的代表，张桂珍一次
次上门进行劝导，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对
其做思想工作，使得赵文霞深受感动，同意
缴纳物业费，并且也加入了这支先锋队。

琵琶社区由党员代表挑头推行居民“微
自治”模式不仅改变了过去社区居委会“大
包大揽”模式，也有效解决了社区管理所面
临的各种尴尬，在一定程度上疏通了社会治
理的“毛细血管”，激活了社会治理的“末梢
神经”，居民在社区的引导下，由原来的被动
接受管理服务转变为主动参与社区大家庭
的维护建设，真正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和向心
力。 通讯员 李虎 姜惠

编者按：社区是城市的细胞，一头连着党委和政府，一头连着万千百姓。它是服务群众的主阵地、城市文明的培养基地、社会稳定的减压器，社区建设事关民心向背的执
政基础，事关宜居幸福的城市梦想。社区“小细胞”激发城市“大活力”。从本月开始，市民政局联合市新闻信息中心开辟《社区风采》专栏，说社区故事、道社区真情，全方面地
展示和宣传各个社区工作亮点、特色以及社区工作者风采等。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社区风采

王浩：创新担当带领乡亲共致富

□ 记者 张晓晖

见到王浩时，他正从田头开着大型拖
拉机驶入大昌粮食种植土地股份专业合作
社大门。黝黑的面庞、手臂，很难想象三年
前，他还是一个坐办公室的白白净净的机
关干部。

“这是植保机，这是收割机，这是插秧
机，还有烘干机。”王浩引导记者参观库房，
介绍起合作社的家当时如数家珍。

王浩是 80后。3年前的一次选择，改
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99年，从部队退伍
后的他，被分配到界首政府机关工作，相继
担任过团委书记、计生助理、统战助理、办
公室主任。凭着满腔热情和责任心，他每份
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出新出彩。正是看中
了他工作的闯劲、干劲，加上军人出身，
2015年 4月，界首镇党委委任他为大昌村
村支部书记。

“父母曾种过田，但是也离开农村很久
了，而我从未接触过农业。”王浩坦言，组织
上找他谈话时，他的确也有过顾虑。“但是
工作总要有人干，不懂我就学。这也是组织
对我的信任。”就这样，王浩来到了大昌村。

大昌村地处界首镇南部，占地面积

11000多亩，人口 4680人，其中耕地面积
7000亩。“刚接手时，村集体负债280多万
元，标准的村子大、底子薄。”王浩深感责任
重大。经过两天深入走访调研，王浩认为大
昌可充分发挥耕地资源优势，发展粮食种
植业。进村的第三天，王浩便组织召开了村
两委班子会议和党员扩大会议，将自己的
想法说了出来，得到了大家的普遍支持。说
干就干，王浩又走访了有经验的种植户，征
求大家对发展粮食农业合作社的看法；请
来扬州农科院的专家，到大昌实地察看当
地的土质、水质资源，研究发展粮食种植业
的可行性。扬州农科院的专家经过调研认
为，大昌村有着极其丰富而独特的耕地资
源，方圆几十里之内无污染项目，极利于优
质大米和小麦的种植。专家的一席话，给王
浩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然而，成立粮食种植合作社也并不是
一帆风顺。有的村民觉得粮食种植不如其
它农作物方便省事，也有村民认为如今大
量种植水稻不如其它作物收入高……为了
打消大家的顾虑，王浩不等不靠，决定由村
两委牵头，由村集体出资 30万元、“两委
会”全体成员出资 50万元，本村 51个农
户共 471亩土地入社。2015年 10月，高
邮市大昌粮食种植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挂
牌成立。

创业对于每个人来说，成功与否都
是未知数，王浩同样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他比常人更加懂得钻研、学习。从
未从事过农业生产的他，跟周围的农民、
农技员一点点学，从秧苗阶段的机械分
蘖到水稻成熟时的粮食烘干，每一个环
节，他都亲力亲为。大忙季节，他就吃住
在场上。合作社终于有了起色，规模也越
来越大。

“我们合作社主要从事水稻小麦种植、
粮食收购、加工、仓储、销售等服务。合作社
成员实行统一育种、统一用工、统一管理，
全部实现机械化作业。同时也对外实行农
田社会化管理服务，解决农民种田难的后
顾之忧。”王浩介绍，干农业，特别是种植业
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有效益。目前，大昌合
作社入社土地已扩大到800多亩。2016年

以来，合作社先后购进了烘干机 6组、烘干
机辅助设备一套、全喂入收割机 3台、乘坐
式插秧机 2台、全市唯一 25米喷幅进口植
保机一台、大型拖拉机两台、以及旋耕机、
育秧机、条播机、开墒机、装载机等其它农
机具近40多台套，基本上实现农业生产机
械化。

刚开始，有人对王浩超前投资的思想
不理解。2016年，连续阴雨天，抢收上来的
麦子湿漉漉的，得不到阳光的曝晒。这一
年，合作社的烘干机发挥了大作用，不仅合
作社自己生产的 35万多斤麦子没有受到
影响，还帮助周边农民解决了稻米烘干保
存的问题。

然而，2017年底，接连的大雪压坏了
合作社的库房大棚，刚刚有起色的合作社
受到了不小的打击。王浩决心带着大家去
周边先进合作社考察学习。回来后，他决定
要引进更前沿的创新技术，发展改造原来
的库房。王浩用钢结构改造了仓储、3000
平方米晒场、450平方米机库、2400平方
米烘干场地，通过恒温设备调整仓储内部
环境，可以为成品粮提供合适的温度、湿度
条件。如此一来，合作社仓储的粮食不会受

到气温等因素的影响，得以卖到更好的价
钱。这一做法得到了上级领导和村民们的
高度赞扬。

如今的大昌粮食种植土地股份专业合
作社，在王浩的带领下，在自身不断发展壮
大的同时，已成为界首及周边农业生产的
专业服务队，为农户提供农田旋耕、小麦条
播、农业植保、农作物收割、机械插秧、农作
物烘干以及收购等一条龙服务。目前合作
社的服务面积在1.3万亩以上，获益农户达
1000多户，实现本村普通农户及低收入农
户用工就业6000人次，共计支付用工报酬
120万元。合作社去年被评为“江苏省农机
合作社示范社”，不少同行纷纷前来考察
“取经”。

目前的大昌粮食种植土地股份专业合
作社已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但王浩并不满
足于现状。他着力做大有机稻米基地，积极
探索稻田养鸭、稻田养虾等套养套种模式，
使合作社“昌亘升”无公害有机大米的品牌
打得更响、走得更远。通过“支部 +合作社
+农户”的富民产业模式，目前大昌村级债
务减少100多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
加近5000元。

图为大昌合作社机械化作业场景

他不是农民，但他比一般农民更了解农业；他不是农机手，但他却熟悉一系列现代化农机具的操作。曾经，他是勤勤恳恳、整天与文字打交道的机关干部，如今，他是界
首镇大昌村村支部书记、大昌粮食种植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成天与农民、与土地为伍。他的名字叫王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