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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钰婷
通 讯 员 陈尾娇

“有了党员带头引领，咱们小区生

活环境越变越好了。”5月 9日，家住美

兰区白沙坊社区海山厂宿舍小区的黄

阿姨开心地告诉记者，在采取了“党员+
网格员”服务联动新模式后，他们这座

曾经的“三无小区”实现了“华丽转身”

和“活力蜕变”。

屋顶漏水、楼道破损、蚊虫滋生、乱

停车占道……几年前，由于该小区建设

年代久远且疏于管理，各种各样的环境

问题让居民们怨声载道。直到2022年，

白沙坊社区以海山厂宿舍小区为示范

点，建立起了小区党小组，采取“党员+
网格员”服务联动模式，鼓励党员在每

栋单元楼“亮出身份”，和网格员一起

深入各楼栋走访调研，收集居民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该模式实施以来，

他们陆续开展了停车场改造、电线线路

改造、排污管疏通、楼顶通道盖板维修

等多个改造项目，还解决了小区主干道

破损、绿植待修整等多个问题。

“作为党员，我很高兴能够帮助到

大家。”今年 63岁的王夏来是小区党小

组成员，为居民服务已有8年时间，她推

进“一单元一党员”服务制度，实现党员

力量凝聚在网格、作用发挥在网格、服

务下沉到网格，为居民和社区之间搭建

沟通桥梁。据介绍，对接到单元的党员

们不仅会深入楼栋，走访了解居民日常

需求，为居民解决生活上的各类难题，

还围绕政策宣传、救助帮扶、纠纷调解、

文明劝导等多个主题开展了许多志愿

服务活动。

在党员的带动下，该小区的居住环

境正在发生持续向好的变化，居民的生

活也越来越多姿多彩。譬如每周二的

“垃圾分类献爱心”公益活动，在小区

200多户居民中可谓“家喻户晓”。这项

活动由退休老党员带头，回收物品所得

的资金全部捐献给公益机构，吸引不少

居民热情参与。“老党员们很用心，我常

常带孩子来参与。”活动现场，该小区的

居民认为，这个活动一方面可以让孩子

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一方面也可以培

养孩子奉献爱心、乐于助人的品质，十

分有意义。

“在‘党员+网格员’服务联动模式

下，基层工作效率有了很大提升，居民

投诉量少了，大家的生活幸福指数也

越来越高。”白沙坊社区党支部副书记

李珠说，接下来他们将继续以群众的

需求为指引，通过激活“红色网格细

胞”，切实做到“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

出社区”，为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实现

加码升级。

助力乡村振兴：
石头“变金子”特色产业兴

“瞧，这就是用火山石斛做的茶，来

自咱们这长在火山石上的石斛。”近日，

在海口施茶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村民

吴清伟向大家介绍着石斛，同时不禁感

慨：“过去我们‘因石致贫’，如今我们

‘因石致富’。”

原来，坐落在火山脚下的施茶村，

有 90%以上的土地被火山岩石覆盖，村

民之前只能在石头缝里种庄稼，火山石

一度是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绊脚

石”。面对恶劣环境的困难，洪义乾带

领全村3000多名村民，在石头地里尝试

过种植香菇、益智（姜科植物）等不少项

目，还养过白鸽，但最终都失败了。直

到 2015年，洪义乾外出考察石斛产业，

他意识到，村里满地的“绊脚石”或许可

以转变为让村民致富的“点金石”。

村里都是石头地，种植石斛能成

吗？当村民有顾虑时，洪义乾和村里党

员干部先蹚路，说服家人，把自家的一

块块石头地，整合建成了 200多亩的石

斛种植基地，随即就有41户村民跟上来

入了股。第一年，海口施茶石斛种植专

业合作社就收入数十万元。立竿见影

的效果引得村民纷纷加入合作社。

如今，靠发展产业，“石头村”变成

了“富裕村”。村民富裕起来了，但洪义

乾心中为村民谋发展的信念依旧没

变。“带领村民致富是我最大的心愿，让

村民过上小康生活，那就是最大的幸

福。”洪义乾表示。

引领村民发展：
钱包鼓起来 精神富起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带领

村民发家致富的同时，洪义乾不忘引领

环保风尚，构建和谐乡村。在发展过程

中，洪义乾带领村民坚持走绿色发展之

路，不砍一棵树、不卖一分地、不搞商业

开发，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因地制

宜探索出了“企业+合作社+农户”致富

路，成为远近闻名的在火山岩上发展互

联网种植的“明星村”。

“现在我们的无核荔枝也有200多亩

了。上面是无核荔枝，下面是火山石斛，

我们就是要做好特色产业这篇文章。”洪

义乾介绍道，施茶村在不断扩大火山石

斛种植产业的同时，还引进了无核荔枝

产业，该村的人均年收入也从二十年前

的1000元，达到了现在的3.3万元。

郁郁葱葱的林木、干净整洁的美丽

村庄、随处可见的文明创建宣传标语

……在洪义乾和村里党员干部的带领

下，施茶村还修缮暖心庐舍、兴建家风

家训馆，弘扬优秀乡贤文化和良好家风

家训，并制定村规民约，提升村民思想

觉悟和文明意识。如今的施茶村，真正

实现了乡风村貌的“里子”和农民增收

的“面子”相结合。

洪义乾表示，今后将继续秉承初

心，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以特色产业为

依托，努力传承乡村文化，让村民的致

富路越走越宽广。

道德模范

以身作则先“蹚路”“点石成金”助振兴
——记第七届海南省道德模范洪义乾

他敢于“尝鲜”，四处学习技术尝试发展新产业，带领村民探索致

富路径；他力拔“穷根”，带头引进石斛种植让贫瘠荒地长出“金子”；他

以身作则，带头拆除自家院墙，整治优化村容村貌，为修建环村路“让

地”……他就是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党委书记洪义乾。

20多年来，洪义乾全身心扑在谋求村庄发展和村民幸福生活上，

带领村民群众在火山岩上种植石斛，将施茶村打造成为海南乡村振兴

样板村。他将翠绿的石斛栽到黑硬的火山石上，也将致富的希望种到

了群众的心坎里，2019年，洪义乾被评为第七届海南省道德模范。

□本报记者 周慧

身体力行巡滩净滩

接触海洋保护之前，王海林一直都

很关注环保，日常生活中，她严格践行

垃圾分类、循环用水，还会鼓励孩子利

用废弃物制作手工玩具。

2021年底，王海林偶然接触到海南

省蓝丝带海洋环境保护协会执行的蓝

星卫士项目，得知项目致力于守护海

洋，王海林当即选择加入成为志愿者。

2022年 4月，王海林和家人在老师的带

领下开始了第一次巡滩，自那之后，他

们每两周都会前往指定的巡护路段进

行巡滩，他们的巡护路段位于金沙湾，

全长 5公里。每次巡护，他们会穿上蓝

星卫士志愿者的蓝马甲，带着捡拾垃圾

的夹子和袋子，走上他们负责的路段。

沙滩已有环卫工人进行清洁，但仍存在

针头、玻璃碎片等“漏网之鱼”，这些就

是王海林和孩子们捡拾的重点。

每逢节假日或者台风过境，海滩上

的垃圾量往往明显增加，环卫工人的清

洁压力也随之增大。这种时候，王海林

和孩子们便会“收获颇丰”，他们沿着海

滩，尽自己所能，将目之所及的垃圾捡

拾到袋子里，协助清洁工人恢复沙滩的

整洁。王海林告诉记者，基本上每次巡

滩，他们都能捡拾到2斤左右的垃圾。

志愿守护蓝色海岸

今年4月初，“蓝星卫士海洋守护项

目”系列年度总结分享会在海口举办，

会上王海林分享了自己一年来巡滩的

心得和收获。当她在朋友圈分享这次

活动时，很多朋友留言表示想要共同参

与保护海洋活动，这也使王海林坚定了

持续保护海洋，并将志愿群体不断壮大

的想法。

王海林向蓝丝带秘书长韩玉提出

申请，希望能够延续保护海洋行动，这

一想法得到了韩玉的支持，他们组建了

“蔚蓝海岸”微信群，吸纳有意愿致力于

海洋守护公益活动的家庭加入，汇聚许

许多多的“小家力量”，凝聚成守护海洋

的“大家合力”，促进守护海洋、巡护海

滩的公益行为不断坚持和扩散。

在王海林看来，日常生活中的举手

之劳就能够保护海洋。譬如在海边游玩

时不随手丢弃垃圾，主动捡拾海滩垃圾，

身体力行地影响身边人去保护海洋等，

此外，当发现有污水排放等污染海洋行

为时，应当及时拨打12345热线举报。

“我们的力量虽然很小，但是它的

存在就像天上的星星，一颗星或许不够

明亮，但随着更多星星闪烁起来，夜空

也会被逐渐照亮。”王海林告诉记者，她

希望自己一次次身体力行的守护海洋

行动，能在更多人心中种下环保的种

子，让海口的海洋更加蔚蓝。

巡净金色海滩 守护蔚蓝海洋
——记海口“绿色家庭”王海林一家

本报5月9日讯（记者陈歆卓）一个

菜单调，两个菜浪费，这是不少消费者独

自用餐时会面对的尴尬情况。而在“光

盘行动”深入人心、勤俭节约蔚然成风的

当下，“小份菜”“半份菜”在餐饮行业逐

渐兴起，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5月9日中午，市民刘子君和朋友来

到位于海秀东路的一家火锅店用餐，两

人点了5个“半份菜”。“半份菜很适合我

们，既可以多尝几种菜品，也不会吃不下

造成浪费。”刘子君告诉记者。

记者在店内看到，为引导消费者适

量点餐，该店服务人员在顾客点餐时会

主动表明店内提供“半份菜”，提示顾客

根据需求点餐。“‘半份菜’非常适合一至

两人用餐的情形，既能吃好吃饱，又有效

避免了浪费，很受顾客们欢迎。”该餐馆

经理介绍。

“小份菜”“半份菜”不仅在餐馆受到

消费者青睐，在外卖平台也颇受欢迎。

记者在多个外卖平台看到，不仅许多外

卖餐饮店提供“小份”“半份”的选择，还

有不少餐饮店将“小份菜”作为店铺主

打，在店名中就包含了“小碗菜”等字样。

9日傍晚，刚下班的市民陈楠楠点开

外卖软件，在一家主打“小碗菜”的餐饮店

点餐下单。“荤素搭配，不仅吃得丰富、价

格划算，还能妥妥的‘光盘’。”陈楠楠说，

她独自点餐时都会特意挑选“小碗菜”店

铺或是选择“小份菜”。“节约粮食是传统

美德，大家都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

约的好习惯，避免浪费。”陈楠楠说。

本报5月9日讯（记者周慧）近日，由

海南省妇联、海南省未成年人“护苗”专项

行动家庭防护组主办的未成年人“护苗”

专项行动现场推进会暨“椰姐姐”说法大

篷车社区乡村行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

现场，活动通过“成长护航”小课堂、

《“护苗”倡议书》宣读与三句半《普法在

身边》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护

苗”、普法活动。此外，活动宣传车开进

秀英区海秀镇，此次巡回宣传路线经过

水头村、农贸市场等人流聚集地，通过播

放《“护苗”成长》《椰姐姐“维”课堂》等以

案说法的短视频开展广泛宣传，结合巾

帼志愿者发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普法宣

传材料和面对面讲解的方式，让“护苗”、

普法同步传播。

据悉，为发挥巾帼领头雁引领带动作

用，省妇联组织全省3196个城乡社区的3
万多名基层妇联干部投入未成年人“护

苗”专项行动和“法律明白人”行动计划

中。省妇联负责人表示，将加强与教育、

公安、民政部门的沟通联系，筑牢未成年

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家庭防线，常态化开

展“护苗”家庭防护和普法学习培训，增

大未成年人保护普法的覆盖面、针对性

和有效性，切实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下一步，省妇联将走进三亚、儋州等

多个市县开展“护苗”、普法培训活动，推

动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和“法律明

白人”行动计划在海南走深走实。

记者进社区

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 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

5月7日傍晚，在
天空之山驿站，夕阳西
下，天空澄净如洗，色
彩柔和的晚霞漫溢入
海。不少市民游客纷
纷趁着傍晚的凉爽来
到海边，走上蜿蜒的天
空之山，赏景散步、打
卡拍照。
本报记者 潘雅琪 摄

踏天空之山
赏海滨夕阳

□本报记者 曾昭娴

“滴滴……”5月 9日 7点开始，在海

南省儿童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随

着鲜红的血液流进造血干细胞分离器，

历时4个小时左右，海南小伙何汉伟（化

名）顺利捐赠造血干细胞，为厦门一位素

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点燃“生命之光”。

在周围人看来，何汉伟毫无疑问是

一个“热心肠”，据了解，2013年至今，他

已经献血12次。2018年，何汉伟在参加

无偿献血时留下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

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捐献

者。今年3月7日，他接到中华骨髓库海

南分库工作人员电话，得知自己的血液

HLA（人类白细胞抗原）与一名患者初

步相合。“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毫不犹

豫就答应了。”何汉伟笑着告诉记者。

由于患者的病情较急，何汉伟第二天

就在三亚中心医院完成了高分留样和体

检，捐献可能很快进行，但何汉伟又遇到

了“难题”：妻子正值临盆待产，因捐献启

动的是加急流程，捐献采集的时间可能会

与妻子生产“撞车”，导致他在妻子最需要

时“缺位”。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何汉

伟仍尽力配合着捐献流程。

幸运的是，等待捐献的过程中，何汉

伟没有错过妻子生产的时间。但不久后，

妻子又因身体问题进行了手术治疗，此时

远方的患孩已定下了移植计划。何汉伟5
月4日来海口提前住院注射动员剂时，妻

子还没出院，为了不耽误捐献，他只好把

照顾妻子的事情“留”给了母亲。

“为了救人，何汉伟非常配合捐献相

关工作，他的家人也非常支持他。”三亚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说道。

采集当天，何汉伟妻子黎女士的身

影却出现在了捐献室内。“想在他身边加

油鼓劲，7日我手术出院就马上过来了。”

黎女士一边帮何汉伟擦拭汗水，一边回忆

着近来的收获，脸上满是幸福，“我们有了

自己的宝宝，还能拯救一个新生命，真是

太有意义了。”

“家人的支持给了我巨大的动力，等

身体恢复了，我还会继续坚持献血。”当天

下午，何汉伟的造血干细胞被送往海峡对

岸，将为患者点燃“生命之光”，何汉伟也

对自己的助人之路许下了更多的期望。

海南小伙在家人全力支持下顺利捐赠造血干细胞

为患者送去“生命之光”

5月9日，在海南省儿童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捐献者何汉伟（化名）
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 本报记者 孙士杰 摄

本报5月9日讯（记者陈晓洁）5月
6日，来自江西的游客陈先生在海口公

交集团 25路司机陈明仁和线管员黄上

铭的帮助下，成功找回遗落的手机，在调

度室中，陈先生连连为海口公交人点赞。

据了解，当天 22时许，25路公交司

机陈明仁准备驾驶公交车从终点站福安

村发车返回高铁城西站，例行检查时，在

车厢座椅上发现一部手机，他当即向当

班线管员黄上铭上报。得知消息后，黄

上铭立即致电告知失主陈先生。

原来，陈先生当晚乘坐公交返回住

处休息，下车才发现手机丢失，便向海口

公交集团客服求助。经过客服人员的努

力协调，陈先生成功联系上了当班线管

员黄上铭。接到陈先生的求助电话，黄

上铭立刻组织排查回站车辆，但一直未

发现有手机丢失。恰在此时收到司机陈

明仁的消息，才成功找到陈先生的手机。

经过协商，陈先生于次日前往高铁

城西调度室，经过核实取回了手机，并

特意在表扬登记本上留下了自己的感

激之言。陈明仁表示：“这是我应该做

的，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会尽力服务

好每一位市民游客，为文明城市建设作

出贡献。”

游客不慎丢失手机 海口公交完璧归赵

身边好人

白沙坊社区探索“党员+网格员”服务联动新路径

党员在网格 治理连万家

“不同季节的海滩有不同

的美”，过去一年中，来自海口

的“宝妈”王海林每个月都会

带着孩子沿着海岸线捡拾垃

圾，“去年我们来‘巡逻’了24

次，这条 5 公里长的海岸线，

对于我们母子而言像回家路

一样熟悉。”王海林笑言。

在王海林看来，海洋就是

家园，她希望通过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的方式，让孩子明白

保护海洋的重要性。同时，她

也在积极地影响身边人，鼓励

更多亲朋好友参与到保护海

洋的行动中。2022年，王海林

家庭入选海南省“绿色家庭”

示范户，成为海口 120 个“绿

色家庭”之一。

□本报记者 李欣

省妇联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走进海口

法治深入人心 巾帼护苗成长

市民青睐“小份菜”诠释文明“俭食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