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兰世秋 韩毅

近日，一部生动反映基层社会治理的报告
文学引起社会关注。

该书名为《社区书记谢兰》，由西南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两江新
区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谢兰的先
进事迹为蓝本，多角度记录了基层社会治理的
经验和思考。

7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该书作
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域舒。

展现真实生活，写一本有温度的好书

作为本土青年作家，赵域舒曾在《诗刊》
《十月》《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出版有
诗集《不再》、诗集《在冬日光线里》（翻译）等。
2019年底，她通过重庆日报的新闻报道了解
到谢兰的先进事迹。小个子的“谢二妹”（谢兰
的小名）为何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在成
功申报中国作家协会“深入生活”项目后，赵域
舒带着作家的求真精神，走进了“谢兰的世
界”。

“我第一次看见谢兰，是在社区的办公
室。一走进办公室，我就被眼前闹麻麻的场景
震惊了。”赵域舒回忆称。

当时，办公室里满满当当围满了人。
“谢二妹，恁个，你还是跟我一起走一趟，

看一下门口是不是栽罗汉松。”居民们三三两
两围着谢兰讨论着社区种啥子花好看。还有
居民热心地对谢兰说：“谢二妹，我把这个中药
给你熬好了，你记得每天喝。”

人群中的谢兰，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一
个一个耐心地回答着居民们的问题。

为什么居民们如此信任谢兰？带着疑问，
赵域舒到邢家桥社区连续蹲点采访了好几个
月，听谢兰和居民讲述他们的故事。

几个月的时间里，赵域舒陪他们回忆
1992年，他们如何敲锣打鼓搬进邢家桥社区
安置房；听他们抱怨，房子整治以前，那一年的
雨水，是怎样不停地漏，滴穿了屋顶；听他们讲

述，谢二妹身患癌症却日夜操劳处理各种各样
的鸡毛蒜皮……

“走访中，我收获最多的就是两个字——
感动。现在的我，说到基层，就会想到谢兰每
天挂在嘴边的那些人，而在我看来，谢兰每天
从早到晚、气都歇不了一口地处理着的那些鸡
毛蒜皮，就是‘你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就装
着你’的生动鲜活的注脚。”赵域舒说。

为此，在创作这本书时，赵域舒刻意避开
了宏大叙事，而是采用白描手法，用小切口、多
角度地去展现最真实的生活，并使用了大量方
言对话，为了就是“写一本有温度的，让居民看
得懂的书。”

“我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沉浸式呈现谢
兰以群众需求为首要，用真情和真心服务好社
区群众，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暖心人的事迹。”
赵域舒说。

直面问题，强调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

在《社区书记谢兰》一书中，“邢家桥社区
综合整治工程”多次出现，是全书的重点内容。

“目前，全国需要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涉
及居民上亿人，量大面广，情况复杂，任务繁
重。对来自基层的社会治理探索，进一步加以
总结和提炼，形成规律性认知，可以更好地为
探索城市有机更新、基层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赵域舒说。

邢家桥社区安置房建于上世纪90年代
初，经过近30年岁月，房屋漏水，墙体脱落，生
活环境差……从原来人人向往的“新村”，变成
个个躲避的老街，居民反映强烈。得知政府要
启动改造，一些居民表示欢迎，但也有不少居
民怀疑观望。

为了推动工作，邢家桥社区先后组织召开
党员及居民会议30多次、院坝会40余场，总
计接待群众达5000余人次，征求意见建议
1000余条，充分听民声、顺民意、解民忧，并将
其作为改造的重点内容加以实施。

最终，到2020年初，社区488户居民房

屋综合整治全部完成——王时碧对整治后的
“新房”赞不绝口；张辅秀和任树英聊天时提
起，改造后房子都要增值；在干净明亮的厨房
里做饭，65岁的陈重徽感觉心情完全不一样
了……

“基层治理之难，不仅难在‘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更难在如何凝聚各方力量，激发
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和活力。”赵域舒称，书
中，她没有过多进行深度理论剖析，而是以一
个个故事、一个个案例直接指向政通人和、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居民自治的意义、

“乡土人和”城市化的启示等。

真心换心，守好人民的心

“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共产党打江山、守

江山，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守的是人民的心。”
赵域舒说，这本书虽然是以谢兰为蓝本，主要
写她和邢家桥社区居民的故事，实际上是想通
过谢兰的个人事迹为千千万万的社区工作者、
居民、志愿者等群体画像，展现以人民为中心，
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的治理实践和探索。

赵域舒表示，她看到很多谢兰和社区居民
如家人一般的合影，“这显示出谢兰和这些居
民的关系，就是街坊邻居，就是兄弟姐妹，她就
是邢家桥的女儿。”

在书中，赵域舒引用了居民谢高荣发给谢
兰的微信：“小兰，我从微信运动里看到，你今
天走了几万步，你不能这么拼，你要注意身
体。”

给谢兰发微信的，不止谢高荣，张勇超（化

名）也是其中一个。因为生活不顺，张勇超才
来邢家桥社区时看啥都不顺眼，后来社区给他
租了房子，又给他申请了低保，张勇超感动得
给谢兰发微信说，她就像他的亲人。

“张勇超也好，谢叔叔也好，其实我觉得他
们都很孤独。”谢兰的这句话，让赵域舒感动。

“这是心与心的靠近，是一个人对另一个
人的信任。”赵域舒说。

正如谢兰所言：“只有到居民中去，才能听
到他们最真实的心声；只有让居民参与到社区
的决策过程中，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好的社区治理一定是有温度的治理。在
这本书中我看到了这一点。”西南政法大学政
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罗兴佐称。

□本报记者 刘一叶

“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向着你的前途，发
出你灿烂的光华！”1936年，一位年仅15岁的
少女在自己照片的背后写下了这段文字。

“这位少女就是曾领导电台特支，后牺
牲在贵州息烽快活岭的张露萍。”7月12日，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
究馆员王浩介绍，这首诗是张露萍写下的自
勉诗。

那么，张露萍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这首
诗又表达出她怎样的情感？近日，重庆日报记
者进行了采访。

自幼立志 做人要有气节

张露萍，原名余薇娜，出生于四川省崇庆
县一个贫寒知识分子家庭。她自幼深受家庭
影响，敬重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从小便立
志做人要有气节。

“张露萍走上革命之路，离不开另一位革
命先行者车耀先的帮助。”王浩说，中学时，张
露萍常去同班好友车崇英家玩，在与车崇英的
交往中，她认识了车崇英的父亲——曾任中共
川西特委军委委员的车耀先。车耀先向她们

传播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高尚品德和情操，
鼓励她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张露萍
从中受到启发，思想境界也得到升华。

1935年，张露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建
国中学。抗战爆发后，成都各界开展了轰轰烈
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在车耀先的引导下，张露
萍积极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宣传抗
日救亡四处奔走。经过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
活动的锤炼，张露萍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
更加坚定。

奔走延安 发出青春的光华

在张露萍15岁写下的这首自勉诗中，“卿：
莫愁徊，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向着你的前途，
发出你灿烂的光华”等诗句，体现出她对人生
的思考，她认为生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应该有远
大的志向，要立志投身革命，探索真理，发出青
春的光华。

“张露萍的革命精神、革命斗志令人感动
和敬佩。”王浩说，1937年12月，在车耀先的鼓
励、支持和安排下，张露萍告别成都，沿着川陕
公路，一路北上，踏上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
征途。

初到延安，张露萍对一切都倍感亲切。她
勤奋学习，刻苦锻炼，积极劳动，立志做一个时
代的新女性。1938年10月，张露萍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张露萍
很快成长起来。抗大毕业后，她又参加了中央
组织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被分配到延安文联
从事秘书工作。

1939年 4月开始，抗日形势发生重大变
化，中央军委决定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
作。不久，为了党和革命的需要，张露萍毅然
接受党中央派遣，赴重庆工作。她告别生活了
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
人，踏上了新的征程。

深入虎穴 在敌人心脏获取情报

1939年11月的一天，人流涌动的重庆两
路口汽车站，一辆满载乘客的汽车缓缓驶进车
站。车刚停稳，一位衣着时髦的女士便款款走
下车来。“她就是张露萍。”王浩说，此行重庆，
年仅18岁的张露萍身负重要使命——打入特
务组织心脏，建立“军统电台特支”。

坐落于佛图关下遗爱祠的军统电讯总台，
是由美国援建的国民党现代化特务电讯中心，
每天从这里发出的电讯密码和信号，指挥着国
民党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
十万特工。

“随着对严峻斗争环境的熟悉，张露萍也渐
渐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王浩介绍，经过慎重
考虑，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负责人叶剑

英，决定让张露萍以军统电讯人员张蔚林妹妹
的身份，获取重要情报。同时要求张露萍不仅
担任联络员，还要结合现有条件，在军统电讯总
台内部发展特别支部，担任支部书记。“军统电
台特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

1939年11月底，张露萍和张蔚林以兄妹
关系租下重庆牛角沱嘉陵江边的一处小屋，作
为“军统电台特支”与周公馆的秘密联络点。
作为特支书记的张露萍带领战友们，成功获取
了军统电讯总台的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
图表和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及其全国各地秘密
电台的分布情况……源源不断的情报被送到
南方局军事组。

这就是当时震惊世人的“军统电台案”，被
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

英勇就义 用生命践行革命信仰

一个个严重的泄密事件，让戴笠勃然大
怒，下令严加追查。张露萍立即向上级汇报，
通知战友停止一切行动，进入集体“静默”。

1940年春节刚过，回成都省亲的张露萍突
然接到张蔚林一封内容为“兄病，速回渝”的电
报。张露萍在用暗语向周公馆报告后随即动
身回渝，不幸落入了戴笠设下的圈套。

破绽发生在张蔚林上班时，因操作不慎烧
坏了一个发报机真空管，由于当时电子元件管
理极严，他因此被军统稽查处关禁闭。缺乏斗
争经验的张蔚林趁敌人防范不严，从禁闭室逃
出……这样的行为立刻引起了军统特务的警
觉。随后他们搜查了张蔚林宿舍，搜出军统局
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本、军统局职员名册等，
张蔚林随即被捕。

“南方局军事组收到张露萍从成都写的信
后，知道是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各车
站守候，然而已经来不及了。”王浩说，张露萍
一回到重庆，立即被捕。随后，冯传庆、杨洸、
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等“军统电台特支”成
员均不幸被捕。

“从张露萍被捕之后的表现来看，她可谓
用生命践行了革命信仰。”王浩说，恼羞成怒的
戴笠亲自出马，对张露萍软硬兼施，想从她身
上打开缺口。但张露萍始终守口如瓶，坚贞不
屈，戴笠毫无所得。

1945年7月14日，早有思想准备的张露萍
与战友一起被押解上了一辆美国军用卡车。
正当刑车缓缓驶出大门，加速朝息烽县城方向
驶去时，她突然站了起来，扬起双臂，高唱《国
际歌》。

刑场上，张露萍和战友们用尽全身的力气
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
岁！”党的好女儿张露萍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
24岁。

□李能敦

在脱贫攻坚最后那几年，我看到的好
些人，都是有些急的。

这一场国家行动，代表着中华民族向
绝对贫困的宣战，堪称人类历史的一大创
举。躬逢其时，参与其中，多少人激发豪
情，树立雄心，企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贡献力量。

千钧重担，压力重重，很多人头发白
了，皱纹多了，眼里布满血丝，总是急匆匆
的。

我想，他们实在应该得到劝慰：别急，
笑起来！

从茅草屋到土墙屋，春泉村的王洪振
老两口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七老八十了，
还能把房子再换一换，住上宽敞明亮的砖
混平房，老两口该笑；

三湾村百日攻坚任务压力大，驻乡干
部唐勤熔临危受命，风里来雨里去，换来
村里面貌的大变样，她该笑；

从市级部门下派驻村，从一个文艺工
作者成为从没有过农村工作经历的驻村
干部，王涛为安静村注入了别样的文艺气
质，有力推动了安静村乡村旅游发展，他
在自我与乡村的相互适应中蜕变，他该
笑；

刘小红，从白坪村走出去的女儿，在
脱贫攻坚的号角声中回到家乡，带领父老
乡亲在一无是处的乱石坡上建设“石上生
花”旅游项目，乡亲们笑了，她也笑了……

在《别急，笑起来——巫山县脱贫攻
坚人物谱》中，我选择了巫山县脱贫攻坚
一线的30多位干部、群众的普通代表，记
录他们的工作、劳动和生活，努力在他们

的站位和视角，同他们一起回望曾经的困
苦，同他们一起投身火热的脱贫攻坚战
场，去奋斗、拼搏。

我深深地感到：这些在自己的位置默
默无闻地坚持和奋斗的人，他们都应该发
自内心地笑起来。

不为别的，只为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换
来了今天乡村面貌的彻底改变，换来了今
天生活的大改善，换来了干群一家亲，换
来了脱贫攻坚决胜的凯歌。

为了伟大的事业，我们要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但我们急切不急躁，不慌
乱，我们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
对于胜利的绝对把握而自信地笑。

30多个人物，除了个别的先进典型，
绝大多数都是随机挑选的普通人，如年老
体衰、完全失去劳动能力的邓后周；如身
患尿毒症却始终乐观积极的杨永明；如热
衷美食研发并发挥专长助力乡村旅游的
陈嗣红；如坚持按时送教上门的特殊教育
学校教师艾雷……

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代表了脱贫攻
坚战场的绝大多数，或平凡地活着，感受
着党和国家政策的温暖；或立足自身岗
位，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或凭着热情和爱
心，力所能及地为脱贫减贫贡献自己的力
量。

一个伟大战役的获胜，不仅要有英雄
带头冲锋，也要有作为绝对多数的全体将
士浴血沙场；一个光辉成就的取得，不仅
要有楷模率先垂范，也要有作为绝对多数
的普通群众众志成城。

将笔触对准这些脱贫攻坚一线的普
通干部群众，这是我所理解的细部。

我想，这种细部的书写，能够证实脱
贫攻坚的巨大成就：随便抽取哪家哪户，
从“两不愁三保障”的验收标准，都经得起
历史的审视和检验。

我们幸而生活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
感受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荣光。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细部，认真地
工作和生活，汇聚洪流。我们在各自的位
置，因为对于各自美好的未来，因为对于
共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因为越
来越厚重沉着的底气，自信且自豪地笑
着。

我们该笑
——《别急，笑起来》创作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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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心怎么守
——专访《社区书记谢兰》作者赵域舒

张露萍：莫愁徊，发出你灿烂的光华

发出你灿烂的光华

前程是天上的云霞，
人生是海里的浪花，
卿：莫愁徊，
趁这黄金的时代，
努力向着你的前途，
发出你灿烂的光华！

——张露萍（时名余硕
卿）在其15岁生日照片背后
题写的自勉诗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李君

2020 年底，我们收到赵域舒的报告文学
《社区书记谢兰》书稿，快速浏览之后，一份对
基层优秀党员的敬意油然而生。该书以文学
的方式呈现了重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故事。作
品情感真挚，文笔自然，是一部来自生活、关注
基层、感人至深的报告文学。

作家赵域舒是两江新区宣传部干部，对谢
兰的故事非常熟悉，她在 2020 年下半年深入
邢家桥社区，蹲点采访了谢兰和她的同事、社
区居民，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社区书
记谢兰》的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该书包括“困难重重的整治”“又蹚进记忆
的河”“癌症与一期攻坚”“并非一人在战斗”

“实现‘广厦安居’梦”等八章，并插入了70多
幅照片。这些照片与作者充满感情的文字结
合，可以给读者带来更直观、更震撼的心灵冲

击。
该书记录了很多小故事，每个故事都关涉

到群众的日常生活，每个故事的背后都蕴含着
谢兰对人民的深爱。

肺癌手术之后，谢兰虽听从家人和医生的
叮嘱在家养病，但她并没有闲着，而是时刻从
微信群里关注综合整治工程的进度。在得知
有人打了房屋承重墙之后，她立即穿上衣服就
要去工地。恰如她所说的——党员在关键时
候必须站出来。当你举起右手宣誓时，说的话
到底是真是假，这个时候算是一个检验。

在综合整治和社区管理中，谢兰向党员同
志解释政策和现状，让党员成为整治中的第一
支持者。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她充
分发挥居民的自治力量，不论是民间“医疗
兵”，还是解决社区居民困难的“小二跑腿帮”、
疏解居民负面情绪的“婆婆陪聊队”，以及复工
复产的安全“先行军”，邢家桥社区始终依靠群

众力量，全力保障社区万余居民的安全。
谢兰能获得民心、赢得民心，主要得益于

她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抓。“你心里装着
群众，群众心里就装着你。”这是她从长期的工
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心怀群众的“小事”，必
然凝聚为“大事”。

报告文学《社区书记谢兰》是一本用心用
情的书，文字清新朴实，注重挖掘小事，显示
出人物温暖的内心世界，全方位记录了社区
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给读者
带来艺术享受的同时，也可以为破解基层治
理难题，打通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提供参
考和借鉴。

作为编辑，从书稿到成书，我已经多次阅
读《社区书记谢兰》，从中读到了一种精神，一
种力量，一种担当，也看到了一种明确的方向，
能够为它的面世奉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是一件
非常荣幸的事情。

小事情与大情怀
——《社区书记谢兰》编读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