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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停车位增加停车位、、安装新能源路灯安装新能源路灯、、铺设沥青路面铺设沥青路面............
泖港这两个小区泖港这两个小区““改头换面改头换面””

“现在回小区，停车方便了，不用天天赶

着回家抢车位了！”居民吴阿姨笑着说。崭

新的沥青路面取代了昔日的水泥路，过去

“灰头土脸”的墙面披上了“新外衣”，还增加

了不少停车位，泖港镇五厍片区的格林小

区、北厍小区房屋修缮工程即将全面完工，

收获了居民好评。

五厍居民区的网格长周国珍就住在格

林小区，过去每逢下暴雨，他都要一边接听

居民的报修电话，一边忙着察看自己家的渗

漏情况。自从楼顶屋面翻修后，漏水渗水的

报修电话就再没有接到过。

据悉，此次房屋修缮工程不仅对房屋外

立面、楼顶屋面、小区道路、公共绿化和停车

位等进行了改造，还对居民长期以来反映强

烈的问题进行了处置。两个小区 11幢楼房

的楼道门、居民的车库门等均在此次修缮中

进行了统一更换。通过重新优化布局，格林

小区、北厍小区停车位分别增设至 148个和

77个。

“现在很多居民都买了新能源汽车，考

虑到他们的充电需求，还增加了一部分新能

源充电桩。”五厍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沈建红

说，“除了这些共性难题，一些居民晒被子的

需求我们也考虑到了，在空地上设置了 35
个晾衣杆。”

据了解，格林小区、北厍小区的修缮工

程结束后，泖港镇将继续推进老街旧房修缮

工作，改善集镇居民居住环境。

((镇党群办镇党群办（（宣传宣传））））

虽然我们不能决定自己

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决定它的

宽度，当生命不能继续，就让

它换一种方式延续。

近日，徐厍村居民唐奶奶

完成遗体（角膜）捐献，在生

命的最后时刻将一对眼角膜

捐献给了角膜盲症患者为他

们重启光明之窗。她的离去，

是生命的谢幕，更是大爱的序

章。

2025 年 6 月 8 日，88 岁高

龄的唐奶奶在家人陪伴下，安

静 地 走 完 了 人 生 最 后 的 旅

程。看着那张平整如新的登

记证书，唐奶奶的女儿总会眼

角泛起泪花。即便悲痛如潮

水般漫过心头，唐奶奶的子女

们依然选择尊重母亲的遗愿，

积极配合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完成了从法律公证到死亡证

明的每一个环节。

回望唐奶奶的人生长卷，

勤 劳 朴 实 是 她 最 鲜 明 的 注

脚。尽管岁月更迭，时光在她

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岁月的

风霜染白了她的鬓角，但那份

与生俱来的善良与淳朴，却在

岁月的打磨下熠熠生辉。出

生于上世纪 30 年代，奋斗在

建设、改革时期，唐奶奶这一

代人经历了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

来”的伟大历程，“从吃不饱、穿不暖”到“样

样不愁”让唐奶奶心中也埋下了“为社会做

些贡献”的种子。看到妹妹、妹夫都成为了

遗体捐献志愿者，也令唐奶奶决心要“做点

事帮助更多人”。2019 年 11 月，唐奶奶通过

村委会牵线，主动联系当地红十字会完成了

遗体器官捐献登记手续，明确表示愿意将眼

角膜用于医学移植。

今天，唐奶奶的生命虽已落幕，但他与

家人用行动诠释的大爱，将永远被铭记。

((徐厍村徐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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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赋能全要素赋能，，锻造乡村振兴锻造乡村振兴““头雁方阵头雁方阵””
泖港镇党委高度重视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工作，切实发挥书记工作室的作用，在引

领示范、帮带成长、培训提能等方面持续发

力，通过完善优化带教模式、整合资源优势

等系列举措，为基层治理难点找到破题良

策，培育出一批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

硬的乡村振兴“头雁”队伍。

做优带教模式做优带教模式，，突出引领带动突出引领带动““向心力向心力””

结对子结对子，，建立带教导师库建立带教导师库。。选拔一批地域

清、人头熟、经验丰富、精通业务的基层党组

织书记作为带教导师，根据导师专业特长和

带教学员的短板弱项，以老带新、以强带弱

结成帮扶“对子”，采取“一对一”“一对多”的

方式精准匹配。搭架子，制定“五定”措施。

新兴领域新任书记、“头雁”后备力量、业务

骨干作为学员，由带教导师进行点对点、面

对面辅导，量身定制个性化带教计划，实行

年初定带教目标、每月定交流主题、每季度

定难点问题、每半年定访学任务、年终定评

定结果。开方子，制定“三学”模式。4个书

记工作室分片实施、整体推进，建立学员成

长档案，通过导师讲学、现场教学、实践助学

“三学”模式开展领导能力、组织建设、群众

工作、基层治理等全方位带教。

整合资源优势整合资源优势，，增强共育共享增强共育共享““协同力协同力””

““导师导师””成成““讲师讲师”，“”，“三尺讲台三尺讲台””增新知增新知。。聘请

骨干导师作为社区党校讲师，开设“党建引

领，做深做实为民服务工作”、“‘红色引擎’

驱动乡村振兴新篇章”等课程。邀请骨干导

师参与社区党校集体备课，提升教学质量和

教研能力，共同打磨“听得懂”、“记得住”、

“接地气”的高质量党课。“课堂”变“舞台”，

“聚光灯下”展新貌。“泖田种子课堂”作为书

记工作室孵化成果的党员教育品牌，定制

“能说善干一体化”培训课程，开设“田间课

堂”、“林间课堂”、“庭院课堂”、“乐居课堂”

四个子课堂，学员们在实践课堂中通过情景

党课、微党课、微论坛等形式展示阶段性学

习成果。“取经”变“真经”，“他山之石”建新

功。组织学员参观党群服务阵地、红色教育

基地等，促进优秀经验消化吸收和学习成果

转化落地。以外出研学、横向交流、定向帮

带、实战演练等组合拳，全面提升学员组织

动员、矛盾调处、应急处突等必备技能。

找准破题良策找准破题良策，，提升基层治理提升基层治理““驱动力驱动力””

借借““势势””借力搭平台借力搭平台。。结合“一个支部一件实

事”、“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等工作，依托党

代表、“第二书记”、党员楼组长、街区商户等

多方力量，建立健全细“治”入微协商议事平

台，开展人居环境优化、宅基地平移、党群阵

地建设等一批与党员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的项目，由头雁书记担任项目顾问，完善

“阶梯式”培养链条。凝“新”聚力破困局。

中兴路商铺与相邻小区之间有一段宽约 3
米的空间，拉线充电、垃圾乱堆成为街区“乱

巷”，泖港街区党支部书记与泖港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结成带教“对子”，将守护背街小巷

“1米线”作为课题，以“摸清底数、疏堵结合、

规范有效、合力共治”路径解决乱“巷”治理

难题，温暖商户经营空间。五厍街区党支部

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居委干部、商户代表变

“荒地”为停车“宝地”，破解五厍街区停车难

问题。解“惑”答疑谋共赢。“宅基地平移工

作”是浦南农民的“头等大事”，黄桥村作为

全区首个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村，村党总支

书记作为带教书记经常向曹家浜村、曙光村

等平移村传经送宝，共同探索符合自身实际

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

（（镇综合党委镇综合党委））

眼下正是蓝莓成熟的季节，在位

于松江泖港镇的泰禾农庄蓝莓基地，

82 亩地产蓝莓相继成熟，进入采摘

期，迎来甜蜜的丰收季。

走进蓝莓园，放眼望去，一丛丛

蓝莓树郁郁葱葱，枝头上缀满了紫莹

莹的蓝莓果实，散发出诱人的果香。

果农们穿梭于蓝莓丛中，将成熟的蓝

莓摘下放进手中的篮子，脸上洋溢着

收获的喜悦。摘一颗覆盖着白色果

霜的蓝莓果子放在嘴里，清甜的汁水

充盈唇齿间，带着惊喜的甜，藏着羞

涩的酸。

据泰禾农庄技术负责人顾思佳

介绍，泖港独特的地理优势、优质的

生态环境为这里的蓝莓生长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蓝莓基地所

有大棚均为新建的新型温室，外遮

阳、内保温、地源热泵，多种措施保

障蓝莓的健康生长。再加上泰禾农

庄先进的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产出

的蓝莓个头饱满、甜度高。

基地蓝莓种植品种以味甘质脆

的“优瑞卡”“L11”和“H5”为主。“现

在每天采收量有 400 多斤，今年春夏

预计产量达 10 吨，未来年产蓝莓 40
吨以上。”顾思佳告诉记者，借助现

代化物流的成熟条件，实现从采摘到

配送全程保鲜，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

往全市，为市民提供口感新鲜的高品

质地产蓝莓。此外，基地还提供亲子

采摘项目。

（（杨舒涵杨舒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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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黄村青年夏文杰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大学毕业后，他

选择回到家乡，与父亲一同经营家庭农场，

用汗水浇灌土地，用爱心回馈乡邻。

夏文杰的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家庭

农场主，承包农田百余亩，长期采用绿色种

植模式生产优质稻米。受父亲影响，夏文杰

自小对土地怀有深厚感情。大学毕业后，他

毅然决然选择回到家乡，跟着父亲下田，从

插秧到收割，从施肥到除草，一步步熟悉农

耕的每个环节。

“城里的机会再多，也比不上家乡这片

土地的召唤。我希望能和父亲一起，把田种

好，让更多人吃到我们田黄村的大米。”

在事业稳步发展的同时，夏文杰始终惦

记着村里的高龄老人。他主动提出：“老一

辈为乡村建设付出心血，如今我们年轻人有

责任回馈。”他精心筹备，将自家农场的米加

工成小包装，逐户送至全村100余位85岁以

上老人家中，累计赠送大米超 500公斤。88

岁的村民王奶奶握着夏文杰的手感慨：“这

米香，心更暖！”

据田黄村党总支书记潘虹介绍，像夏文

杰这样的青年群体返乡创业不仅为村庄注入

新鲜血液，也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担当。近

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政策深入推进，越来越多

像夏文杰一样的青年选择扎根乡土，用知识、

热情和行动力破解“空心村”难题，让农业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村焕发新生机。

((田黄村田黄村））

这位青年扎根乡土接力父辈这位青年扎根乡土接力父辈，，
以暖心善举传递乡村温情以暖心善举传递乡村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