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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期，多地建设口袋公园，让城镇居民能够

“出门见绿”。很多口袋公园是将城镇的“边角地”改建

成公园，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城镇“边角地”的有效治

理，擦亮了城市的“绿色名片”，也有利于满足居民在“15

分钟生活圈”内的休闲需求，打造尺度宜人、远离噪声、

围合而有安全感的户外开放空间，可谓一举多得。

从目前已经建成的口袋公园来看，小而精致是这些

公园的共同点。作为户外开放的公共空间，城镇公园不

仅要建设好，更好维护好，而如何持续投入，以“绣花功

夫”维护好口袋公园的公共设施，维持好口袋公园内的

公共秩序，是后续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情况。

口袋公园作为城镇绿地的一部分，其归根结底，要

融入周边街区和社区，在设计上要避免“千园一面”。

事实上，口袋公园一方面面积有限，另一方面其提供的

是区域性公共服务，要在调查研究周边居民需求和人

流量的前提下，从当地自然条件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

设计、建设和维护。比如，同一大区域内的不同口袋公

园，可以有不同主题的设计，比如文化、体育、健康等，

可以附加不同公园定位，比如儿童公园、宠物公园等，

并辅助以相应的配套设施。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不

妨多征求周边居民意见，让社区居民成为口袋公园的

设计者。

从这个角度来说，小小的口袋公园，其实可以融合

多种功能，除却公园本有的休闲健身等功能之外，还可

以融入文化娱乐、自然教育、社会交往、应急避难、水土

保持等诸多功能，让口袋公园在提升周边社区活力的同

时，也能增强城镇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韧性。

本报记者 刘友婷

在灾情救援现场，石欣身着大红色救援

服，头戴安全帽，护目镜内是一双有神而坚

定的眼睛。他并不算高大，身型相对瘦小，

而正是这一抹红，给了无数被困群众希望、

信心。

出生于 1970 年的石欣，是广东顺德人，

目前为广东省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

会长。作为一名公益救援志愿者，15 年来，

石欣累计参与救援行动 250 余次，志愿服务

时长超 5000 小时，被伙伴们称为“铁人”，

2022 年，获得广东省文明办颁发的“广东好

人”称号。

用专业技能帮助别人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户外运动也随之

兴起。然而，发展之初，公共服务体系并不足

以支撑户外运动救援，安全保障体系无法覆

盖山野环境。2003 年起，作为户外登山运动

佼佼者的石欣，开始义务参与山野户外遇险

人员的救助工作。“作为户外运动爱好者，我

们希望可以自助、互助，出现意外时，身边人

能够运用救援技能帮助被困人员，不至于手

足无措。”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石欣立即赶

赴重灾区参与救灾支援。在他看来，灾区附

近的山路，他们很熟悉，应该要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石欣在灾区持续工作了一年，全力

做好物资发放、灾后安置等工作，获得四川省

绵竹市抗震救灾先进表彰。

感受到公益救援价值意义的石欣，萌发

了组织一支专业救援队伍的念头。他回到深

圳后，组织创立了深圳山地救援队，2012 年

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为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

者联合会，先后担任秘书长、会长。

15 年来，在石欣带领下，深圳公益救援

队累计组织参与深圳周边及国内山野区域

救援 200 余次，救助危难群众千余人。他累

计参与指挥了 49 次国内外重大自然灾害的

抢险救灾工作，包括“7·20 河南省特大暴雨

洪灾救灾工作”、雅安地震、云南鲁甸地震、

尼泊尔地震、江西洪涝灾害等。在石欣看

来，用专业技能帮助别人，尽己所能救护生

命，是一种责任。

不喊苦不畏难

2010 年，石欣赶赴云南大理苍山参加一

次山地救援行动，搜救一个在山里面失踪了

12天的小伙子。当时，海拔 4000多米的峡谷

陡峭而深邃，在下撤过程中，石欣因为抓空，

差点掉下悬崖，万幸的是悬崖上的藤蔓救了

他一命，同行的队友和村民向导连忙用藤条

把他拉了上来。生命至上、救人第一的坚定

信念，支撑着石欣成为一个不喊苦不畏难的

“铁人”。“如果没有伙伴的帮助，可能今天就

不会站在这里了。”石欣不无感慨地说。

2021 年 7 月，河南全省遭遇大范围极端

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后，7 月 20 日 20
时，深圳公益救援队向全队发出跨区洪涝灾

害救援行动预警通知。在向广东省应急管理

厅、深圳市应急管理局、福田区应急管理局报

备，并向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申请并获得

许可后，经综合研判，启动跨区救援行动，第

一时间派出由水上搜救队、医疗辅助队、城市

搜救队和特勤部组成的救援梯队前往灾区开

展救援和救灾工作。同时，召集后方指挥中

心持续关注灾情发展动向，联系当地有关部

门和灾害信息服务中心以及河南籍队友亲属

获取灾情信息。

救援过程中，石欣始终保持应急救援的

高度敏感性，指挥调度、统筹协调、外联对接

等工作均全面参与。连续一周多，他每天只

睡两三个小时，只为让前线行动更高效、更安

全，并在短期内筹集近 600 万元救灾物资送

往河南。“早一秒到达，就多一些希望。”奔跑

在公益救援路上，石欣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据统计，他累计参与救援行动 250 余

次，志愿服务时长超 5000小时。

不仅要做好事，更要把事情做好

从队伍成立之初，石欣就从点滴做起，重

视制度建设，制定了大量具有创新特色的民

间救援队管理制度，包括队员考勤机制、荣誉

机制等。石欣认为，救援关乎生命，不仅要做

好事，更要把事情做好。

为此，他积极钻研应急救援领域相关理

论，参与相关行业规范、教材等的编撰，并与

队员们多次自掏腰包购买昂贵的救援装备，

参加各种专业救援培训课程，只为更好救助

更多遇险遭困之人。

除了带领队员救人，石欣还教人自救。

他们大力开展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教育，经常

深入社区学校开展危险与灾害应对知识的普

及推广工作，组织各类公益讲座、安全宣导活

动超过 800场，并持续开展户外安全宣讲，累

计受众 30余万人。

在石欣的带领下，深圳公益救援队已成

长为一个全面的综合型救援队，2019 年通过

了国家社会应急力量城市搜救队二级测评。

深圳公益救援队现有专业行动队员 637 名，

志愿者 1470人，少年辅助队成员 325人，具备

建筑物倒塌搜救、山地搜救、水上搜救、应急

医疗救援、应急通信、搜救犬、洞穴救援、高空

绳索救援、直升机辅助救援等专项救援技术

能力。同时，在应急管理、应急社会动员、国

际救援合作等方面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应

急专业人才。

如今，深圳公益救援队被深圳市民政局

评为 5A级社会组织，已成为深圳志愿服务的

一张名片。

“深圳公益救援队作为社会应急力量，是

国家力量的辅助补充和后备，不断发挥全民

动员、全民响应作用。”石欣表示，近几年来，

随着国家综合应急救援队伍迅猛发展，深圳

公益救援队将在保持自身综合性救援专业能

力的基础上，努力成为深圳应急系统救援的

后备力量，助力应急救援工作取得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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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好人”石欣 15年累计参与志愿救援行动 250余次

“早一秒到达，就多一些希望”
阅 读 提 示

由“铁”转“水”的日子

作为一名公益救援志愿者，15年来，石欣累计参与救援行动250余次，志愿服务时

长超5000小时，被伙伴们称为“铁人”。在石欣看来，救援关乎生命，不仅要做好事，更要

把事情做好。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周鸿旭

3 月的江淮大地，春风拂面。在引江济

淮二期工程合肥蜀山复线船闸施工现场，塔

吊林立，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此情此景，让此前参加工程建设的中铁

十局王传涛尤为心潮澎湃。

去年 10月，随着施工机械破开最后一道

“屏障”，长江之水经由一条“新路”奔流而过，

直向巢湖。当天，引江济淮工程菜巢线庐江

段顺利通水。

对于参与建设的中铁十局引江济淮全体

职工来说，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作为

项目书记的王传涛感慨万千：南征北战，参与

各项工程建设，对“铁”十分熟悉的他们，这是

第一次与“水”邂逅。

由“铁”转“水”的日子，这些职工经历了

怎样的历练呢？

“汛期”两个字的重量

中铁十局上马引江济淮工程，第一次兴

建大型水利工程，无论是对参建者，还是企

业，都是一次新的挑战。“不过就是挖一段河

渠而已，不会有什么难的吧！”这样的想法，让

刚从铁路和公路项目转战而来的职工们满怀

信心。按照过往的经验，稳步推进施工生产，

一切都将水到渠成。

但与之前不同，防洪度汛是此次施工中

最为重要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为了避开汛

期，很多时候需要跳跃性施工，再加上地质结

构非常复杂，施工难度增加。大家逐渐认识

到，这是一项不同于“铁”的具有异常挑战性

的工程。

“再有两天，我们一级边坡的混凝土就能

打完，到时候汛期来了也没什么问题。”王传

涛回忆起来，那时大家还不了解“汛期”，所有

人都以为工期任务尽在把握，直到那晚，电话

响起。“我们这里的堤坝坚持不住了！水要下

去了！”夜里 12 点，上游标段负责人打来电

话，全体职工如同晴天霹雳。

只要再有一天，一天就行了，可偏偏就

是这个时候……汹涌的水流没有给项目部

一丝反应的机会，所有人连夜赶赴现场，将

河渠中的机械往上开。仅仅一夜，原本干枯

的河渠，水深便已达到了 6 米。望着即将满

溢河岸的河水，所有人才认识到“汛期”两个

字的重量。

在洪水中守望相助

他们忘不了 2020 年那个夏天。十年难

遇的洪水，从上游席卷着沙石和巨浪狂奔

而来，势不可挡地冲垮了河渠中一座又一

座堤坝。

引 江 济 淮 项 目 部 所 在 的 安 徽 省 庐 江

县，经过了 7 轮强降雨，所有堤坝都已经达

到极限。当时，洪水已经超过了坝体，危险

关头，引江济淮全体职工逆行而上，成为洪

水中一道坚实的“堤坝”。现场队长沈荣生

带领职工，开着 4 台挖掘机，当晚到达坝上

时刻待命。

一夜的坚守，所有人都疲惫到了极点。

第二天早上 8 点，沈荣生发现堤坝漏水。在

强大的水压之下，仅仅 20 分钟，堤坝就被撕

开了一个大口子，水突然涌了过来，转瞬间就

漫到了腰间。

四周环水，寸步难行，生死关头，沈荣生

强打精神，镇定下来。为防止被洪水冲散，7

个人手拉着手往高处撤离，而身后的堤坝还

在漫水，不可能不管。

情急之下，他们顾不得损失，毅然将 4台

挖掘机推了下去，堵住了缺口。看着挖掘机

在洪水中一点一点消失，所有人都倒吸了一

口凉气。

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22 年春节前夕，横跨引江济淮河流上

的 G3合铜黄高速特大桥通车工期在即，但是

包括业主单位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在春节

前通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临近春节，施

工队伍人员不足，再加上连日雨雪天气，都无

疑给通车带来了极大阻力。

如果推到春节后，施工进度就会严重受

到影响。如果工期延误，对于之后的汛期，他

们并没有充足的把握能够完成抢工，大家坚

定了信念，“节前我们必须拿下！”

当时，施工队伍仅剩 40 多人，为了保证

施工人员充足，项目部 30 多名职工披挂上

阵。机械上不去，就人拉肩扛，几百个混凝

土护栏，就这样硬生生地被职工们搬离了

路面。

交通导改那天，一大早，项目全体员工都

到达 G3桥，开始了最后的冲刺。从早上 6点

开始，一直奋战到晚上 9 点，时间不够用，大

家把吃饭的时间省下来，匆匆扒拉几口又冲

向第一线。就这样，本来要三到五天做完的

工作，一天之内全部完成。

G3 合铜黄高速特大桥如期顺利通车！

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引江济淮全体人

员的奋斗下见证了奇迹。就在通车的第二

天，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桥上归乡的车

辆川流不息，大大缓解了春运压力，项目部

全体职工看着熙熙攘攘的车辆，发自内心

松了一口气。

以精细服务办好身边惠民事
本报讯 为得到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进一步实

现以税收现代化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近日，在“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开展期间，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税务局深入辖区机

关、企事业单位进行走访，积极向区委、区政府领导、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汇报工作亮点、坦诚工作难点、化解问题疑点、征

求创新金点，推动税收各项工作走深走实。

在中船重工七一八研究所内，该区局“春风便民小分队”

服务专员们与企业人大代表、财会人员齐聚一堂，畅谈“春风

行动”感受，落实服务举措。“税务部门在精细服务方面，越来

越智能，越来越便捷了，现在 98%的涉税业务已经可以实现足

不出户网上办理，遇到问题还能‘远程帮办’，特别贴心、便

捷。”中船重工七一八研究所副所长郭建增说道。

据悉，近年来，丛台区税务局全面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借“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东风，

倾力打造“春风助企，服务送暖”举措，扎实开展退税减税的宣

传、辅导、落实工作，充分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获得了辖区广

大纳税人、缴费人的一致好评。 （张铭 杨思华）

老年大学开进社区
3月 22日上午10点，在思明区梧村街道滨中社区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65岁的王丽香和姐妹们正上着广
场舞培训课，踩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精神头一点不输
健身房里的年轻人。

据介绍，2022年全年，思明区共开设老年大学相关
课程294门，招收“银发族”学员9025人，让越来越多老年
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据厦门市委文明办负责人介绍，像思明区这样以服
务“银发族”为宗旨，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
老年大学教学点的做法，已经成为厦门创建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工作的特色亮点。 新华社记者 颜之宏 摄

本报讯（记者赵昂）3月 19日，第十三届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决赛

闭幕。在此次决赛上，青海大学参赛项目《西

凉金生物——包虫病多元化防治服务》获得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金奖。上述项目集包虫

病产品疫苗研发、灌装生产、推广销售、服务

宣讲为一体，主要致力于切断包虫病流行区

域人畜、野生动物间虫患传播途径，形成多元

化包虫病防治体系，降低操作成本，提高防治

效率，为高原牧区罹患包虫病的家庭带去新

的希望。

据青海大学医学部教授汤锋介绍，包

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疾病，已被

世界卫生组织列入 17 种被忽视的热带病之

一 。 如 未 及 时 治 疗 ，其 10 年 病 死 率 高 达

94%，该病具有发病范围广、恶性程度高、预

后 效 果 差 等 特 点 ，严 重 危 害 人 类 身 体 健

康。包虫病给患者及畜牧业生产带来严重

的损失，已被我国列为重点防治寄生虫病

之一。

在我国，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省区是

包虫病主要流行区，其中，泡型包虫病九成以

上病例在青藏高原，被称“虫癌”。

据悉，青海大学教授格日力 2015 年牵头

成立青海大学高原人畜共患病研究所，汤锋

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包虫病防治技术开发的

基础研究，重点以传染源控制及免疫治疗干

预措施为主攻方向，为包虫病等人畜共患传

染病的综合防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效的

策略。

为高原牧区罹患包虫病家庭带去希望

民 声G

口袋公园要因地制宜
融合多种功能

山里人端起家门口的“饭碗”
本报讯“在家门口都能挣到钱，以前我想都不敢想！”家

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新桥乡的沙马木伍，每次讲

起自己在家门口找到了“饭碗”都很激动。

中铁十五局集团一公司乐西高速公路项目在建设中，以

拉“清单”方式解决民生问题，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他们紧盯

重点群体领域，走访调研摸排，选定重点帮扶对象，为当地留

守老人和妇女提供了帮厨、保洁、门卫等工作岗位，让他们在

家门口挣到钱，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据悉，乐西高速作为四

川首条深入大小凉山腹地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连接大

小凉山彝族主要聚居地，结束美姑、雷波、昭觉三县无高速公

路的历史。 （何婉茹）

吉林扶余项目建设成效显著
本报讯 吉林省扶余市始终坚持以项目建设为中心，以重

大项目高质量建设助推高质量发展，2022年扶余项目建设成效

显著，营商环境日益优化，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去年初，扶余全力开展项目建设攻坚战，实施亿元以上项

目 23 个，投资 112 亿元的山鹰纸业项目试车生产。营商环境

日益优化。全力开展营商环境攻坚战，103 项县级权属服务

事项全部实现“跨省通办”“一网通办”，并建设人才之家、创业

服务中心、人才引培基地，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问题。（张楠）

3月 22日，重庆万盛经开区，游客正身着当地苗族服饰穿梭于石林间，感受民族文化。
万盛经开区曾依靠丰富的煤炭资源，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然而，随着经济转型
和社会发展，万盛经开区也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迎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探索资源型城市发展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