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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勋章”获得者

王 兰 花 今 年 71 岁 ，脸 上 已 爬 满 皱

纹。

穿 着 红 马 甲 ，她 身 上 有 蓬 勃 的 力

量——居民把她当作“主心骨”，大事小

情总想找她说说；困难群众把她看作“活

雷锋”，一声“王姨”未语先哽咽；志愿者

以她为“领头羊”，一群人年复一年地跟

着她开展志愿服务，不求任何回报。

“兰花芬芳”，行胜于言。共产党员王

兰花用自己的执着与坚持，让“靠近我、温

暖你”的兰花志愿服务精神传遍全城。

为民服务，永不退休
【“人退休了，但思想不能

退休”】
王兰花从来闲不下来。

在 担 任 宁 夏 吴 忠 市 利 通 区

裕西社区居委会主任时，她就是

附近有名的“大忙人”，操心着居

民的大事小情。2004 年退休后，

本想着可以好好陪伴家人，但空

闲的同时，她却总是感到还有使

不完的劲。

信任她的居民也没有忘记她，在遇

到下水不通、暖气不热、困难老人需要

照顾时，还会习惯性地去社区找她，找

不到就给她打电话，甚至找上门去。“我

一 直 琢 磨 ，人 退 休 了 ，但 思 想 不 能 退

休！共产党员的价值就是在为群众服

务中体现出来的。”王兰花说。

【王兰花热心小组成立了】

2005 年，她联系 6 名离退休干部和

爱心人士，成立了吴忠市首个社区志愿

者服务小组——王兰花热心小组。没

有工作场所，她腾出家中的一间房；自

己的手机，成了小组的热线电话。就这

样，他们每天奔走在社区各个角落照顾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帮助邻里解决琐

事、化解纠纷，协助开展文明劝导、治安

巡逻……

去 年 ，裕 西 社 区 进 行 老 旧 小 区 改

造，铺管道要整修地面，一位 80 多岁的

老大爷舍不得自己楼前空地里种的几

行大葱和白菜，一时激动躺倒在铲土机

下阻拦施工。王兰花听闻后赶到现场，

柔声劝说，细数改造后的好处，老大爷最

终被劝走。

“有群众求助我们，不管是回族还

是汉族，我们都尽力去帮助他们。我常

说‘帮成帮不成是一回事，帮不帮又是

另外一回事’，我们愿意为他们跑断腿、

磨破嘴。”王兰花说。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要继续为群众多做事”】

一句“愿意”让王兰花一跑又是十

多年。

裕西社区 74 岁的独居老人郭淑珍，

因腰椎间盘突出严重，弯不了腰，生活

只能“马马虎虎”。得知情况后，王兰花

和志愿者定期去帮忙打扫卫生、陪聊，

每次走时都叮嘱她有事随时打电话。

“他们每隔几天就来看我，我觉得

特别幸福。”郭淑珍边说边拉紧王兰花

的手，眼眶红红的。

今年 2 月底，青铜峡市峡口镇年轻

父亲杨培军给王兰花写来一封求助信，

他 5 岁的儿子突然被确诊白血病，前期

治 疗 已 花 费 六 七 万 元 ，家 中 再 无 钱 可

凑，恳请他们救救孩子。

“这个小伙子以前出事故伤了身体

只能打零工，媳妇刚生了二胎也没法工

作，确实很困难，我们核实后很快打了

5000元过去。”王兰花说。

事实上，这 5000元来得十分不易。

很长一段时间，王兰花热心小组没

有固定资金来源，接到群众求助后都是

王兰花带着志愿者四处募集资金。2016

年 ，她 在 微 信 上 建 立 了 一 个 爱 心 慈 善

群，才有了固定的爱心捐款，然而由于

资金有限，一般情况下他们只能给每位

求助者 1000 元临时救助。而这一次，小

男孩的病情牵动着王兰花和志愿者的

心，生活本就不宽裕的他们又你 50、我

100地凑了 4000元。

【“兰花们”的共同认知】

这些年，这样出钱又出力的事情还

有很多。因为总有忙不完的事、接不完

的求助电话，王兰花走路风风火火，脚

板底走出老茧，大脚趾也被挤变形，只

能穿软底鞋。她曾说，这辈子最大的幸

运和收获有两项：一项是加在名字前的

荣誉，是社会给她的；一项是跟在名字

后的善行，是困难群众需要的。

“有人说我是‘傻大妈’，但帮助别

人让我活得充实、坦荡、快乐。”王兰花

说。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句话已

成为“兰花们”共同的认知。64 岁的郭

淑玲是“元老级”志愿者，王兰花热心小

组成立第二年加入。“我一开始是被王

姐的行为和精神打动，跟着一起干，可

干着干着，自己也割舍不下了。”

前几年，这位老棉纺工人罹患乳腺

癌，做了三次手术，如今仍需长期服药，

但她从未想过离开志愿者队伍。“我们

干的虽然是小事，可对于居民及其家庭

来说却是大事，而且每天做一件好事，

睡觉睡得踏实，身体都好多了。”她说。

一朵兰花，芬芳全城
【让志愿服务“兰花芬芳”】

金杯银杯，最好的是群众的口碑。

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的王兰花

和王兰花热心小组，不仅收获了众多荣

誉，更吸引众多“新鲜血液”追随。

曾经的受助者成了志愿服务队的

骨干。裕西社区的舒宏勇和弟弟因家

庭 变 故 成 了 孤 儿 ，王 兰 花 隔 三 岔 五 为

他们带去食品、清洗衣物，还联系学校

为 他 们 减 免 学 费 ，兄 弟 俩 亲 切 地 称 她

为“王妈妈”。如今，两个孩子不仅开

起 了 水 暖 维 修 店 自 立 自 强 ，还 主 动 给

孤寡老人、残疾人减免服务费用。

不理解的家人，也开始理解她的付

出。“以前我们家里聚会，她都不来，说

是要帮助别人，没有空，日子久了，不知

不觉中我们都被感动了。”加入王兰花

热心小组四个年头的王慧萍，渐渐开始

懂得婶婶的执着。如今，王兰花一家有

20 多人都加入到志愿服务行列，播撒光

与热。

队伍里有了更多年轻人的身影。25

岁的丁瑞周末上大专，周一到周五风雨

无 阻 地 与 王 兰 花 一 起 做 志 愿 者 活 动 。

“王姨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会把志愿

服务一直做下去。”

如今，以王兰花名字命名的“兰花

芬芳”，已成为利通区乃至宁夏一个响

当当的志愿服务品牌。当地以“利通区

兰花芬芳志愿服务”为统一活动名称，

成立了多级志愿服务队，注册登记志愿

者已超过 6.5万人。

“他们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

来，这也充分说明我们走的是光

明大道，越走越宽广。”王兰花说。

【一心向党，发光发
热行胜于言】

2012 年，王兰花热心小组成

立了党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和

党员的示范带动下，退休党员参

与进来，居民党员跟了上来，在职党员

动了起来。现在，王兰花热心小组注册

志愿者有 1205名，其中党员 180多名。

“ 作 为 一 名 有 着 26 年 党 龄 的 老 党

员，一路走来离不开组织的支持，我深

知党员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帜，只有坚持

党建引领，志愿服务才能发扬光大。”王

兰花说。

对于这位古稀之年的老党员来说，

“七一勋章”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

任、一份担当。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有一

分光，发一分热’，把志愿活动扎根基

层，帮助居民解决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同时引导更多年轻人和爱心人士参

与到志愿活动中来，让‘志愿服务、行胜

于言’的主旋律唱响宁夏，为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添一把力。”王兰

花说。

（据新华社银川电）

热 心 大 妈 王 兰 花
——她，让这满城尽是“兰花”香

新华社记者 艾福梅

“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其中一分

子。只有当各民族和各族群众都好了，我们的大

家庭才会更团结、更强大。”

在 27 日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

上，6 位民族工作领域党员代表围绕“中华民族一

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与现场记者展开交流，讲

述自己身边的故事。

新疆阿瓦提县县长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在

基层工作达 20 余年。近年来，他带领全县 4 千余

名各级党员干部与 1.5万余户各族群众结对子、认

亲戚，往来互助，在共同生产生活中加深了解、增

进感情，促进各族群众大团结。

“咱们民族团结的传统就是要这样一代又一

代传下去。”在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看来，各民

族要共同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维护社

会稳定，共建幸福家园。

“西藏的变化，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西藏

拉萨市城关区塔玛村原第一书记格桑卓嘎感慨

道：“从 1979 年到塔玛村委会工作，我在基层工作

已经 42 年，亲眼见证了塔玛村从‘穷村’到‘小康

示范村’的变化。”

相较以往的土路、水渠水，如今在塔玛村，自来

水、供暖供气、网络等成为标配，小学生喝上免费营养

牛奶、村民拥有健康档案，百姓的幸福感不断提升。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发挥好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同各族群众一起，将塔玛村建得更加美好，让民族团结之花开得更盛。”

格桑卓嘎信心满满。

11年前，抱着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愿望的云南佤族青年赵家清，毅然选

择回乡服务基层。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赵家清所在的佤族村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从“贫穷小山村”变为国家 3A级景区。

“我们对脱贫攻坚的感受很深，村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任云南省

腾冲市清水乡副乡长、三家村党总支书记的赵家清说，现在村里开始发展乡

村旅游，以前在外务工的村民陆续回家发展。

“作为一名边疆少数民族干部，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守护好、建设好祖国边

疆。”赵家清说。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平等村原党支部书记潘庆标将自己20多年的基层工作归

纳为“找水、修路、兴产业”。潘庆标犹记，曾经的平等村，饮水全靠天。担任村干

部后，他发动大家筹集资金打井，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鼓舞了各族群众斗志。

有水产业兴。平等村建立起了良种西瓜生产基地和沃柑种植基地，农民

人均纯收入从 2005 年的 3650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2800 元，曾经的“三靠”村华

丽蜕变为如今产业兴旺、村民安居的新农村。

如今，在一家农业企业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潘庆标说：“作为共产党员，我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努力为党和群众奉献自己微薄之力。”

内蒙古敖汉旗敖润苏莫苏木，地处科尔沁沙地南沿。多年来，苏木党委

书记鲍亚利带领苏木各族干部群众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封沙育林、荒山造林

工程，目前累计完成各类造林 23.6 万亩，植被覆盖率从原来的不到 10%达到现

在的 47%，为筑牢祖国北疆绿色生态屏障贡献了力量。

“良好的生态建设为我们苏木的畜牧业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鲍

亚利说：“只有各民族群众团结一心，共居共学共事，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日子

才会越过越好。”

从一头奶牛散养发展到如今成立合作社、奶牛存栏 2.2 万头、带动近千户

各族群众发展奶牛养殖，宁夏昊恺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丁秀琴一路走来

感触颇深。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知自己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丁秀琴通过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捐赠“扶贫牛”的方式帮助他们发展养殖业。在“授人以

鱼”的同时，丁秀琴更注重为各族群众提供养殖技术指导、资金贷款等“授人

以渔”的方式助力养殖户，为乡亲们蹚出一条致富路。

“养牛增收让乡亲们的生活有了希望，当我们的小家庭好了，中华民族大

家庭也就好了。”丁秀琴感慨地说。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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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新华社北京 7月 2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7 月

28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改革完善

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管理

自主权；确定稳定生猪产能的措施，促进保供稳价，增

强猪肉安全供应保障能力。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针对科研人员突出关切，大力破除不符合科研规律

的经费管理规定，更好激励科研人员潜心钻研。会议确

定了进一步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措施。

一是简化预算编制，将预算科目从 9 个以上精简为 3

个。将设备费等预算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单

位。对基础研究类和人才类项目推行经费包干制。二

是加大科研人员激励，提高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比例，科

研项目经费中用于“人”的费用可达 50%以上。对数学等

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可提高到 60%。科

研单位可将间接费用全部用于绩效支出。扩大劳务费

开支范围，由单位缴纳的项目聘用人员社保补助、住房

公积金等纳入劳务费列支。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不

受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不作为核定下一年度绩

效工资基数。三是加快项目经费拨付进度，项目任务书

签订后 30 日内，要将经费拨付至承担单位。项目完成

后，结余资金留归承担单位使用，用于科研直接支出。

从科研经费中列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不纳入“三

公”经费范围。四是创新财政科研经费支持方式。按照

国家确定的重点和范围，由领衔科学家自主确定研究课

题、科研团队和经费使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实行“预

算+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除特殊规定外，财政资金支持

产生的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由新型研发机构依法取得、

自主决定转化及推广应用。五是科研项目由相关方面

配备科研财务助理，提供预算编制、报销等专业化服务，

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相关人力成本费用可通过

项目经费等渠道解决。六是改进科研经费监管。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依法依规开展审计监督。会议要求，各

相关方面要狠抓上述措施落实，国办加强督查。

会议指出，通过多措并举稳定生猪生产，目前生猪

产能已从一度出现的严重滑坡较快恢复到正常年份水

平。针对当前供需变化，要遵循经济规律，更多用市场

化方式缓解“猪周期”波动，确保生猪供应和价格稳定。

一要稳定财政、金融、用地等长效性支持政策，保护生猪

养殖场（户）积极性。对养殖场（户）和屠宰加工企业不

得随意限贷、抽贷、断贷。不得违法违规扩大禁养区范

围。稳定规模猪场存量，帮扶中小养殖场（户）提升养殖

水平。二要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当能繁母猪

存栏量月度同比减少 10%以上或生猪养殖连续严重亏损

3 个月时，各地可对规模养殖场（户）给予一次性临时救

助。三要抓好重大疫病防控，加强猪肉储备应急调节。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

确定稳定生猪产能的措施，促进保供稳价，增强猪肉安全供应保障能力

（上接第一版）

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办好民生实事。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要始

终 牢 记 江 山 就 是 人 民 、人 民 就 是 江

山，坚持困难麻烦由政府解决、把方

便实惠送给群众，把握好改善民生、

凝聚人心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

民生发展意识、突出民生发展重点、

落实民生发展举措，办好就业、教育、

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

实事，以钉钉子精神，一件一件抓落

实，推动民生工作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让各族群众真正看到变化、

得到实惠。

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我们要高度重视并切实

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不断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

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

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

要深刻认识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神，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激发人民

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和磅礴力

量，把各族群众的精气神凝聚到维护

祖国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上来，

凝聚到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上来。

殷殷关怀润心田，砥砺奋进正当

时。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乘着建

党百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的东

风，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

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在奋进

中凝聚人心和力量，努力让各族人民

的生活越过越红火、越过越甜美。

河北唐山，北靠燕山、南临渤海、毗邻京津，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是创造重生奇迹的热土。

1976年 7月 28日凌晨，一场 7.8级强烈地震，使这座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但震后，唐山人民迅速恢复生产，城市重新崛起。

历经 45年沧桑巨变，唐山人民励精图治、勇往直前。如今的唐山，已是一座展翅于冀东沃野的现代化城市。

4月 8日，一艘轮船靠泊在唐山港京唐港区集装箱码头装货（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 刘

羊旸）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二

级巡视员张扬民 28 日表示，今年迎峰

度 夏 期 间 ，把 保 障 民 生 用 电 放 在 首

位，确保民生、重点用户和重要公共

服务设施的电力供应。

张扬民在当日国家能源局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说，近年来，我国电力

供需呈现出“平时充裕、尖峰紧张”和

“整体平衡、局部紧张”的新特征。

张扬民表示，面对新形势、新挑

战，为保障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电力安

全稳定供应，国家能源局以问题为导

向，积极为各地协调处理电力供需矛

盾。压实地方责任，科学组织有序用

电工作。发挥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作

用，畅通民生诉求反馈渠道。

同时，加强电力供应保障现场调

研、协调和督导，协调解决向缺电地

区增供外来电量、增加电煤生产供应

等实际问题。推进各类电源尤其是

支撑性电源开机运行。

把保障民生用电放在首位！

国家能源局回应迎峰度夏电力保供

西藏拉萨市城关区塔玛村原第一书

记 格 桑 卓 嘎 感 慨 道 ：“ 从 1979 年 到 塔 玛

村委会工作，我在基层工作已经 42 年，亲

眼见证了塔玛村从‘穷村’到‘小康示范

村’的变化。”

相较以往的土路、水渠水，如今在塔玛

村，自来水、供暖供气、网络等成为标配，小学

生喝上免费营养牛奶、村民拥有健康档案，百

姓的幸福感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