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要闻
2023年11月10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吴跃
一版责编：羊位高 责任编辑：李欣忆
美编：蒙海龙 版式：张蔚 王苗 校对：张梅 黄红花

助侨回归故乡 谒祖抚慰乡愁

1993 年进入海口市侨联工作，

1998年开始担任市侨联秘书长至今，

谈起自己的履历，陈德壮有着属于自

己的那份自豪：“我也是侨眷，能为华

侨、侨眷们做点事情，有种特别的亲切

感和成就感。”

助侨寻根，是近几年陈德壮最有

成就感的事。

2018年 7月，陈德壮跟随市侨联

出访印尼，遇到了时任印尼雅加达海

南联谊会主席的萧世平。闲聊中，萧

世平透露了想要“寻根”的念头，而对

于“根”，萧世平知之甚少，只知家乡在

琼海，所在村是“龙过郎”、村子“前有

溪，后有沟，经常浸水”。

陈德壮记下这几条线索，开始帮

助萧世平“寻根”。

回到海南，陈德壮在地图上没有

找到“龙过郎”村。他便请琼海的亲友

帮忙，发现一个发音相似的村庄——

龙过望村，很多年前，这个村因为九曲

江水患搬迁到了如今的位置。“萧”姓

在龙过望村并不多见，通过进一步走

访，他们意外找到了萧世平爷爷萧庆

秀的堂兄，陈德壮立马将这个消息发

去印尼。

得知这个好消息，萧世平一家激

动不已。2019年 1月 11日，萧世平带

着75岁的父亲萧辉发和家人们回到了

琼海市中原镇龙过望村，见到了从未

谋面的亲人，还在龙过望村曾经江边

的地址举行了祭祖仪式。

今年，在陈德壮的帮助下，泰国琼

籍华裔符婉珍通过祖父墓碑上的碑

文，找到了位于文昌市公坡镇坡堆村

的故乡，与伯父、堂叔取得了联系。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近年来，陈

德壮接待了1300多位海外侨胞回乡探

亲、祭祖和考察，帮助多位华侨找到了

“根”，也因此让身居异国的他们与海

口联系得更加紧密。如今，陈德壮仍

在为有寻亲诉求的华侨圆“寻根梦”而

奔波忙碌着。

作纽带聚侨心 助华侨报家乡

寻根，让新生代华侨能脚踏祖籍

地，感受父辈、祖辈“落叶归根”的情

怀，也让寻根的意义不止于相见。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复杂严

峻，我市侨联号召海内外侨社团支援

海口，得到了华侨的积极响应。在印

尼的萧世平联合当时的印尼海南总

会会长刘家衔，“扫”遍当地各大药

店，买到 2 万个 N95 医用防护口罩，

2020 年 2 月 26 日，这批口罩运抵海

口。萧世平说：“家乡有需要，必会竭

尽全力。”

另外一位在陈德壮帮助下寻亲

成功的符婉珍，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反

哺着家乡。作为泰国甘烹碧府符镇

功国际学校、泰中文教育合作中心的

校长，符婉珍已经与相关市县教育部

门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未来将在中泰

文化交流、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更多

合作。

党建带动侨建 推广“海口经验”

谈起这些年在市侨联开展的工

作，陈德壮戴上眼镜，笑着翻阅起自己

制作的一篇篇美篇。

作为一名老党员，陈德壮深知党

建工作在侨联工作中的重要性。在重

要时间节点，他组织策划了纪念南洋

华侨机工回国抗战 80周年图片、雕塑

巡回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书画侨乡巡展等活动。另外，他撰写

的《强化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海口

市侨联推动试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

等文章在《中国侨联工作》刊发，让海

口市侨联工作经验在全国推广。

“侨胞之家”是党委政府联系侨界

的重要平台。目前，海口高水平建设

了 4家“文明和谐侨社区”和 15个“侨

胞之家”，每一个从筹划到建设再到运

行，都有陈德壮的付出和努力；在他的

推动下，这些“侨社区”和“侨胞之家”

在联谊交流、服务侨胞、收集侨情等方

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让我市侨务工作

走在了全省前列。

陈德壮的工作得到了广泛认可，

他先后获评“全国侨联系统先进个

人”“全国侨联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海口市“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在今年召开

的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上，陈德壮获评“全国归侨侨眷先进

个人”称号。

“我还有一年就退休了，不过跟华

侨联系不会断、侨务工作不会停。”陈

德壮说，退休之后，他还会一如既往地

服务好海外华侨，让侨力更多更好地

服务海口发展。

□本报记者 陈丽园
特约记者 陈创淼
通 讯 员 柴文娅

“浇筑前要检查钢筋、模板，看

钢筋间距尺寸是否满足规范要

求……”11月 8日一早，海口新海港

片区“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场所附属

专用通道项目技术员尹鑫就开始在

施工现场忙碌，安排当天的箱梁浇

筑工作，这几个月来，在项目党员技

术骨干的“传帮带”下，他已成为一

名技术能手。

该项目中展现的“传帮带”培养

机制，是秀英区党员干部“传帮带”的

一个缩影。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秀英区创新“党员带动非党员”的

“传帮带”学习模式，推动党员和非党

员在工作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

同推动辖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传帮带”岗上锻造硬功夫

当天上午9时，在海口新海港片

区“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场所附属专

用通道项目部里，一场“学思想 强

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主题教育课

堂正火热开展。在“传帮带”学习活

动结束后，该项目总经济师白坤池

带着青年员工来到施工现场进行

“岗位练兵”。

在白坤池看来，通过“传帮带”活

动，党员和非党员可以在工作中互相

学习、互相促进，攻克项目施工期间

的技术、质量、创新等方面难题。“目

前我们项目施工已经进入年底攻坚

阶段，希望通过‘传帮带’活动，进一

步丰富青年员工技术知识储备，锻造

‘硬功夫’，激发他们的干事创业激

情，向党组织靠拢，为加快项目建设

贡献一份力量。”白坤池表示。

对于近段时间的“传帮带”学习

活动，技术员尹鑫有切身体会：“有

党员技术骨干带着学习，教我们技

能，我的技术水平进步了不少。我

也希望自己可以成长为有理想守信

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

一名技术人员。”

“本项目作为海南封关运作重点

项目之一，时间紧、任务重，我们通过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非

党员成长，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新海

港片区“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场所附

属专用通道项目党支部书记陈敏介

绍，项目部还开展每周一课、新青年

讲堂、常青计划面对面交流、专业技

术小团队等活动，适当根据非党员员

工兴趣分板块进行培养，助力员工找

准定位，在项目建设岗位上实现自我

价值，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添砖加瓦。

授技巧 职工能在“干中学”

当天上午11时，在秀英区长滨小

学校园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先

云正向年轻教师传授党的理论知识。

“今年是我在长滨小学任职的

第一年，针对我们实践经验不足等

问题，学校会定期开展研讨交流，

‘面对面’传授工作经验和技巧，切

实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长滨小学

一年级语文教师刘丹琳告诉记者，

刚入职时，她对新课程理念了解不

够深刻，经过党员教师的悉心指导，

她在教学方面有了更深的领悟，在

事业上也有了更多的成就感。

“学校探索并实践了‘1+1+N’的

‘传帮带’工作模式，即1名党员+1个
项目团队+N个教育教学项目，在思

想、教学、生活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帮助年轻教师提高教学能力。”王先

云说，“传帮带”工作模式通过发挥党

员骨干教师引领作用，推动党员和非

党员教师在工作中互相学习、互相促

进，共同推动教学工作不断发展。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秀

英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通过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履行工作职

责，帮助和引导非党员同事学习党

的理论，增加非党员同事对党的认

同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

“活动旨在通过党员示范，带动和

帮助非党员提升思想政治和能力素

质，互相促进，让非党员在工作上有人

帮、思想上有人管、前行路上有人领，

共同推动工作高标准高质量落实。”秀

英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继续围绕城市发展、重点项目建

设、民生实事等方面，把主题教育成效

转化为推进辖区高质量建设的新动

能，以“传帮带”学习模式，共同推动辖

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高潮

11月7日傍晚，从位于海口药谷

园区的单位办公楼出来后，邱娟没有

径直回家，而是拐进了附近的药谷一

横街，特意去看了看新家——药谷雅

郡小区安居房。再过1个多月，房子

就要交付，邱娟一家三口都十分期待

入住新家，开启幸福新生活。

时间回到今年 10月 14日，在药

谷雅郡小区安居房首批房源选房现

场，邱娟正是台上参与抽签选房的

一员。“当时，我面前是6个户型房源

的透明抽签箱，抽房签时心里有些

忐忑，担心选不到好楼层。”抽签箱

里的房签，均由公证机构主持制作

完成，并签字封存带至现场公开核

验启封，邱娟在现场见证了启封的

一幕。紧张的抽签过后，邱娟最终

“二选一”，选定了一套心仪的三房

户型，建筑面积约98平方米。

台上紧锣密鼓地选房时，在台

下，市住建局、南海公证处的工作人

员也一同目不转睛地盯着选房环

节，一旁还有媒体人员、选房代表监

督，整个选房活动全程线上直播，录

像存档，现场宣布抽签结果，确保选

房环节公平公正。

住房问题，关系着群众的安居乐

业。市住建局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

机，在安居房配售工作中创新配售方

式，出台有力举措，坚持阳光操作，切

实做到公正透明分配房源。

从申请安居房购买资格至拿到

安居房保障资格通知书，全流程的公

平公正均有迹可循。“目前的安居房

配售推行线上审批方式，行政审批、

公安、人社、民政、教育、卫健委、住建

等多个相关部门进行分流并联审核，

审核标准严格执行省、市相关政策规

定，审核过程可通过‘椰城市民云’

App同步查询，审核结果须进行区、

市两级公示，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

行。”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如今，公平公正公开已经贯穿安

居房配售全链条，让安居房这一保障

性住房民生工程既惠民生，也惠民

心。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有关负责

人介绍，从安居房资格审核到选房报

名，再到选房入围、最终选房配售均

做到公开透明，让保障房变成“公平

房”，稳稳托起群众的安居梦。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学习运用“四下基层”制度

助侨寻根抚慰乡愁 凝聚侨心反哺家乡
——记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陈德壮

秀英区创新“传帮带”学习工作模式

党员引领前行路 互帮互学促发展

11月8日，在秀英区长滨小学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先云（左三）带着年轻教师学习党的理论知识。
本报记者 陈丽园 通讯员 柴文娅 摄

海口切实推进安居房配售工作公正透明

“阳光下”选安居房 托起群众安居梦

在药谷雅郡小区安居房首批房源选房现场，公证人员现场启封房源，投
放到抽签箱中。 本报记者 高潮 摄

每每谈起今年 3 月在

文昌找到了自己的祖屋

和亲人，泰国琼籍华裔符

婉珍总会动容不已。符

婉珍说，如果没有陈德壮

的相助，自家四代人的

“寻根梦”不会成真。

符婉珍口中的陈德

壮，是海口市归国华侨联

合会秘书长。多年来，热

心帮助海外华侨寻根，组

织“寻根之旅”等活动，增

强华侨华人华裔对祖国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成为

陈德壮在市侨联工作 30

年，投身侨务工作的重要

内容之一。

三十年岁月，半甲子

坚守。三十年如一日的

坚持，源自他对侨联事业

深深的热爱。“我将一如

既往立足侨联岗位，努力

耕耘热爱的侨联事业。”

陈德壮这样说道。

□本报记者 高翔

全国妇联表彰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

海口1个集体
1名个人上榜

本报11月9日讯（记者周慧）近日，《全国妇

联关于表彰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的决定》印发。其中，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妇

委会荣获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称号，

海口市妇联权益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黎兵荣获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称号。

近年来，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妇委会不断提高检

察干警全力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意识，多途径、多举

措、多维度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2021年以来，

该院 21名女检察官、8名女检察官助理办理案件

3711件。在办案的同时，女干警们积极开展法治宣

传，共撰写宣传、调研等各类综合材料300余篇，实

现了办案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海口市妇联权益部部长黎兵自2006年从部队

转业到市妇联从事妇女工作以来，把主要的精力和

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妇女儿童事业上。去年以来，在

他的主动协调下，市妇联成功化解一起20年信访

积案，并积极协调省市以及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

士救助金及筹集善款273万元，救助“两癌”患癌贫

困妇女及特困单亲母亲349名。同时，他还积极参

与建立“护苗”专项行动“家庭防护”工作机制，组织

开展“防毒护苗”等主题普法宣传活动等。

海口建工集团承接
首个市场化代建业务

本报11月9日讯（记者张熙宇）今天，海口建

工集团城发公司与海南智慧新能源汽车发展中心

有限公司签订海南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和新

能源汽车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代建管理协议，

这也是海口建工集团成立以来承接的首个市场化

代建业务。

根据协议，海南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项

目一期占地约 376亩，其中包含海南国际赛车场

（国际汽联2级赛道项目），计划今年年底动工，于

2025年竣工并投入运营。目前，项目已稳步推进

赛车场的规划建设工作，本期先行投资约6亿元，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条 2级国际赛道、赛事综合

楼及相关配套设施。赛道正在向国际汽联申报国

际二级赛道认证，以满足在未来举办国际、国内各

类汽车运动赛事等活动的要求。

该项目作为海口建工集团成立以来承接的首

个市场化代建业务，将依托海口建工集团的国企

资本、资源及全产业链优势，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

企业在政策链、产业链上增进合作。海口建工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集团正对标市场化路径，着

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市属

国企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国资国企做优做强。

为民办实事

（上接第一版）“来到海口才知道，这个项目是

自贸港重点项目，对封关运作至关重要。”周四保

这样解释自己所说的“重要”：各级、各部门的领导

经常来工地，问得多、看得细，不仅关心项目质量、

安全和进展，还关心一线工人的待遇、吃住等保

障；看到问题、听到堵点，现场掏出手机打电话，传

递出一种“马上解决”的快感。

周四保几乎没时间出工地，对海口了解不深；

但他的这个感受却是真真切切。

项目为王，在如今的海口早已形成共识——

多级服务专员、各类走访调研，用“管家式”“保姆

式”“一对一”“全生命周期”等各式服务，让营商环

境不断优化，更让各个拟开工和在建项目实现了

大干快上、高质高效推进。

爬上查验区二层梁板，周四保指向西边，那边

就是海岸线。下班休息时，他会走到海边，跟家里

打个视频电话，告知自己的近况，让他们放心。

“等忙完这个项目，我也要带家人朋友过海，

真正来海口看看。”周四保说，到时候可能会选择

开车过海，穿过这个新建的口岸，再访椰城。

说完这句，周四保望向查验区二层宽阔的地

面，或许在他脑海里，已经浮现出未来此地马咽车

阗的忙碌景象，自己风轻云淡地讲述着当年在这

里工作的场面……

海口石山镇获评全国
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

本报11月9日讯（记者陈丽园 特约记者陈
创淼）日前，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104
个“枫桥式工作法”单位。其中，海口市秀英区石山

镇荣获“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称号。

据了解，石山镇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依法调处矛盾纠纷的路径和方

法，创新实施“三队伍+三机制+三文化”乡镇解纷

工作法，通过建强队伍、健全机制、用好特色文化，

推动源头化解，确保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处置在

小，促进邻里和睦、乡村和美、社会和谐。

在具体工作中，石山镇以乡村平安建设为抓

手，建强党员服务先锋队、专业调解生力军、评理

说事兼职智囊团三支队伍。同时建立健全矛盾纠

纷主动排查、有效防范和多元调解机制，创新警务

工作法，落实党员包片常态排查、会商研判“三色预

警”和三级力量联合调处矛盾纠纷的工作措施。此

外，石山镇注重发挥当地特色文化资源作用，坚持

用家风文化讲透情理，用乡贤文化说清事理，用民

谣文化唱明法理，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近三年来，石山镇共调处矛盾纠纷390宗，成

功调处 380宗，调处成功率 97%。先后获评“全国

文明村镇”“海南省信访工作示范乡镇”“海南省平

安建设先进集体”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