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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灿与他所获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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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立功、7次荣获建军积极
分子称号、曾经接受过毛主席的接
见……居住在永嘉新村的徐明灿
家中陈列的一枚枚勋章诉说着他
不一样的往事；一张张证书歌颂着
他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就是这样
一位拥有着丰功伟绩的耄耋老人
却过着乐此不疲四处教人唱红
歌的平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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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部队生活
艰苦朴素心怀感恩

16岁入伍当兵的徐明
灿，在部队里足足服役了 38
年。期间，他上过边防军学校
学习、参加过文工团给前线战士
表演、加入过独立二师参与沿海岛
屿解放战争，解放后，在三年自然灾
害年间，他参加的独立部队与国民
党反动武装小股部队发生战斗。频
繁的战斗中，常常命悬一线，却也
因此立下赫赫战功。而后在福建省
的厦门、福州工作了七年，因其吹
拉弹唱样样皆会，又颇为能说会道，
先后被调往北京和上海警备区工
作，最后从上海市第四织布厂光荣
退休。

说起部队生涯，徐老师告诉笔
者：“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党
和部队给予的，在部队生活的这些
时间里，教会了我感恩和朴素。无
论我身处何方，我都希望自己能为
党、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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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指挥经历
风雨无阻贵在坚持
徐老师说，自己刚退休那会

儿，终日在家总觉得不得劲。我爱

人（现已过世）那时担任永嘉新村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她就鼓励我
走出家门，发挥我自己吹拉弹唱
的特长，组建一只合唱队，让居民
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你别说，
我那时一听完她的话，立刻就觉
得茅塞顿开。第二天，就忙着筹划
去了。”

1994年，永嘉新村居民区成
立了一支名为“夕阳红”的合唱队，
那时的合唱队一共 13人。随着徐
老师认真地授课、弹唱，合唱队逐
步地进行了扩张和整合，“最多的
时候有 130多人呢！”早年的群文
团队并无固定排练授课地点，大家
常常会自备小板凳和茶水坐在空
旷地里听徐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唱
调，有时实在需要所有人一起上课
练声的，徐老师会提前到熟识单位

“打招呼”借场地。就这样，他风雨
无阻地教了二十年。

随着徐老师的无私付出，永嘉
新村“夕阳红”合唱队的名气越来
越响，更是逐渐展露出别样的丰
采。1996年至 1997年间，合唱队
在全市基层单位合唱大赛中捧回
了二等奖———白玉兰奖；2000年，
在区庆祝建党 79周年的舞台上，
合唱队以一曲稍作改编的《红梅
赞》将时任区委书记的杨富珍感动
得热泪盈眶。这二十年来，合唱队
共演唱红歌200余首，参加大小演
出数十余场，甚至有不少人曾慕名
前来邀请合唱队一展歌喉。

深厚社区感情
化作旋律广为传唱
徐老师说，自己平时在家除了

弹弹唱唱，有时还喜欢将自己的所
见所想通过文字记录下来。不久
前，徐老师就以永嘉新村闹中取静
的环境风貌和邻里和善的人文情
怀用歌词表述了出来。经过不断地
修改和推敲，创作出了一首永嘉新
村居民区自己的歌，深得居民们的
喜欢，广为传唱。

谈起这首歌，徐老师说：“随着
天平社区文化建设逐渐被重视起
来，我常在思考是否可以将一些人
间的真善美通过歌词的形式谱写
出来。”徐老师认为，永嘉新村年年
被评为文明小区，居民区内的环境
又是如此的优美和雅静。他想到国
家有自己的国歌，军队有军歌，学
校有校歌，那为何永嘉新村不能有
自己独有的歌曲呢？于是，徐老师
将他对永嘉新村的感情，对永嘉新
村的爱融入了歌曲当中，用美妙的
旋律和优美的文字将这一份真情
表达了出来。

采访最后，笔者询问徐老师的
梦想和心愿，他笑着作诗一首：

义务教歌二十年!

终年无悔又无怨"

唯一只求众人乐!

含辛茹苦也心甘"

妙手挥动韵六律!

和声音调润心田"

再教红歌一百首!

翁媪高兴遂吾愿"

“十万天平人，争做活雷锋”，
徐明灿老师无怨无悔地做了整整
二十年的志愿者，是为了让老年居
民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愿志愿
者们的“雷锋精神”能源远流长，发
扬光大！ 王然溢

义务“教歌”二十载 只为居民齐欢乐
!!!战斗英雄徐明灿在社区再建"丰功伟绩#

坚持以人为本，重民生、办实
事，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满足人民
群众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
作。领导干部应该按照“认认真真
察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
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的要

求，深化认识，拓展方式，切实做
好为民办实事工作。

现实中确实有一些干部，为
民办实事的工作热情很高，但所
办的事倒不一定是群众最需要、
最欢迎、最能得实惠的。当然，这
里面有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
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等关系问题。
领导干部一年忙到头，根本的宗
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完善和落实

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就是忙到
了点子上，为民办实事对象是
“民”。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
信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
于民，掌握民情、分析民意，民主
决策、科学安排，落实好为民办实
事项目，做到让人民群众参与、让
人民群众做主、让人民群众受益、
让人民群众满意，真正使群众成
为利益的主体。

为民办实事旨在为民
#二〇〇七年一月五日$

为民办实事重在办事
#二〇〇七年一月六日$

要为民办实事，先要想办事，
还要能办事、办成事。办成事就要
创造良好的条件。要落实领导责
任，建立完善责任落实机制，使为
民办实事工作真正形成长效机制，
使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不断得到满足。要切实增加投入，
按照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强化
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财政制

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公共
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

为民办实事还有形成良好的
氛围，发动各方面都来关心、支持
为民办实事的工作。要调动广大
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广
大群众的作用，使广大群众真正
成为选择的主体、利益的主体，有
的事还要成为行动的主体和投入

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
事可以不是由政府直接来办，要
从扩大就业、应对老龄化、调整经
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的角度，
大力发展生活型服务业，办好为
群众服务的组织或企业，为更多
的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通过鼓
励和扶持发展社会组织为群众解
忧，实质上也是为党委、政府分
忧。同时，要积极鼓励引导社会资
金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参与实事
项目建设，形成人人参与办事、人
人得到实惠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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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
平同志$ 在繁忙的工作
之中一直坚持为 &浙江
日报'"之江新语# 专栏
撰写稿件(

本报分期选登 &之
江新语 ' 部分文章 $以
飨读者 )

*选登九+

为民办实事成于务实
#二〇〇七年一月七日$

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最
终要落实在一件一件的实事之
中。这些实事。既体现于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和惠及全社会的“大
事”，也体现在与老百姓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家门口的“小事”。

“群众利益无小事”。抓好为民谋
利的“小事”，必须要像抓“大事”
那样，把求真务实的精神贯彻到
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工作之中。做
好为民办实事工作，关键在于用

好的作风办好事，用实在的项目
来办实事。最实在的事就是要着
力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关心困
难群体，多做、大做“雪中送炭”
的事，多搞一些直接造福于民的

“满意工程”、“民心工程”，切实

把老百姓家门口的事情办好。实
事必须实干，要改进工作方法，转
变工作作风，脚踏实地、稳扎稳
打，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决不喊
空口号、搞花架子。实事还要见
实效，最大的实效就是真正使广

大群众得到实惠、感到幸福，产生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人文效应。群
众最能体验为民办实事工作的成
效，要让群众来评判为民办实事
工作的成效。总之，“乐民之乐
者，民亦乐其中；忧民之忧者，民
亦忧其忧”。我们把为民办实事的
工作做好了，群众的幸福感就会
提升，人民群众与党委、政府心相
系、情相连，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就会更加扎实。

本版责编：钱宇萍 本版视觉：王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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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条叫“懿
园”的弄堂，里面坐落
着 57栋房子。拍摄

“上海女人”题材的上
海市女摄影家协会副
会长何肇娅，为大家
展示了一组主题为
《懿园走出来的女人
们》摄影作品，映射出
她生活了 20多年的
弄堂和弄堂里的女人
们。也许这群女人的
职业不同、年龄不同、
个性不同，唯一相同
的是，生活在这条有
着 70多年历史弄堂
的经历，以及被老房
子熏陶出来的特有的
矜持和自信。

“懿园”诞生于
1941年，是英式西班
牙风格的连体别墅。
柚木地板，明亮的落
地钢窗，每间主屋都
有着做工考究的取暖
壁炉；房屋的顶层呈
金字塔形，通透而充
满诗意。走入每栋楼
内，还是会隐隐闻到
只有年代久远才会遗
留下来的那股旧式贵
族气息，处处惊现着
低调的奢华。

70多年来，这条
弄堂见证着整个时代的变化，也许
每栋楼内都有着其秘不可言的历
史。但是，唯一不变的是从这里走出
来的女人们，无论经历过怎样的生
活———悲剧、喜剧、贫穷、财富，她们
照样保持着与居住在这条弄堂中一
贯的风格，高贵、矜持和特有的姿
态。一直以来，都有着被男人宠爱的
自信和自傲。

何肇娅说：“我在这里生活了
20多年，也许是阅历和做女人的感
受，才让我在今天更懂得品味这一
切。拿起相机的那瞬间，有着我与她
们共同的感受和分享着许多做女人
的甜美快乐，也有着我与这条弄堂
共同呼吸、共同生存的无限依赖。”

钱宇萍 编辑 何肇娅 摄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