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家，您恢复得不错，再配合些

巩固治疗”“有什么需求随时和我们的医

生护士讲”1 月 3 日上午，衢江区杜泽中

心卫生院书记叶敞带队查房，他穿梭在

该院外科病区的各个病房，询问患者情

况后，又叮嘱医生护士两句。

1991 年，叶敞工作第一站就在杜泽

中心卫生院。1994 年到 2023 年，他先后

在衢州市二院、衢江区中医院工作任

职。2023 年 6 月，他又回到杜泽中心卫

生院任书记。

“兜兜转转 30 年，又回到这里，见到

乡亲们很亲切。”叶敞说话时像一个儒雅

的学者，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像“拼命

三郎”。

农村卫生院住院的基本上是老年

人，高血压、糖尿病、小伤小痛占多数。

叶敞虽然是泌尿外科医生，但一般常见

病也都会一些，他习惯性地扶了下眼镜

说：“在乡镇卫生院，每个医生都是全科

医生。”

查完房，叶敞又组织医院里的年轻

医生召开青年职工座谈会，了解诉求，听

听心声。刚开始大家还有些拘谨，在叶

敞的鼓励下，大家畅所欲言。“办公室的

无线网络不给力。”“我想食堂菜品更丰

富些。”“叶书记，我想向党组织靠拢。”叶

敞认真地记下问题，逐个回复。

两年多来，杜泽中心卫生院新招引

了10多名新职工，多是00后。叶敞计划

尽快把职工宿舍的设施再提升，“这些年

轻人和我儿子差不多大，乡村卫生院工

作很辛苦，我们也尽可能在伙食、住宿上

多照顾他们。”

除了卫生院，叶敞还要定期前往杜

泽镇白水村卫生室指导工作，把医疗服

务送到村民家门口。“百名院长进百室，

我就是这里的室长。”

自担任杜泽中心卫生院书记以来，

叶敞推进设立政府办村卫生室，完善乡

村巡回医疗点标准化的组织架构，制定

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为衢州二院医共体

提供了可学习、可复制的样板，推动了衢

州二院医共体“行走的医院”规范化建设

和运行。

2024 年 5 月，作为衢江区最大的乡

镇卫生院，杜泽中心卫生院通过浙江省

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的评审，成为浙江

省重点乡镇卫生院培育单位。这是叶敞

到杜泽中心卫生院工作1年半来，最让他

骄傲的一件事。

“作为一名党员，全心全意为群众服

务是我的使命。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是

我的天职。”叶敞表示，会继续履行党代

表的职责，扎根基层，服务百姓，当好百

姓健康的守护者。

周万 王昕汉

叶敞：把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

“我是年轻党员，应该起带头作用。”

2017 年，在外工作的吴小刚回到衢江区

云溪乡希望新村，接棒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时，许下这个诺言。

希望新村是由来自衢江 6 个乡镇 44

个村的 494 户移民组建而成的移民新

村。刚上任时，吴小刚发现村中缺少农

业基础和产业支撑，村民每人只有0.3亩

田地，村中闲置劳动力较多，就业成了

“头等大事”。

在外打拼的丰富阅历，练就了吴小

刚敏锐的眼光。他发现，当年外出创业、

打工的年轻人中，有不少发展得不错。

“把他们引回来，不是就能很好地带动村

庄发展了吗？”于是，在外工作小有成就

的陈利民成了第一个被邀请的对象。吴

小刚为其租厂房、招工人、引进快递点，

一番苦心终于打动了陈利民。2018 年，

陈利民把电商公司搬回老家，吸纳了 20

余名村民就业。随后，吴小刚又引来义

乌飞雅手袋厂等一批外地企业在村里扎

根，吸收了 200 余人在家门口就业，带动

了村中来料加工、电商和物业经济的发

展，村集体经济也逐渐壮大。

发展起步了，如何让村庄振兴可持

续？2023 年，希望新村在区委组织部及

乡党委的牵头下，依托云溪乡党建联建

机制，引进衢州南孔珍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发展数字化食用菌共富产业。

“采用‘国企投资+农业主体运营+

村集体入股分红+村民参与’的共富模

式，我们村集体入股，每年能拿到60万元

的分红。”吴小刚算了一笔经济账，通过

“菌棒赊种+闲置农房+保底收购”方式，

村民们可以利用自家闲置楼房种菇，在

“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面对崭新的产业领域，村民们起初

也心存疑虑。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吴

小刚做起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家

没有闲房，他就租用村中闲置的楼房，种

上4000株菌棒踏上种菇之路。随着产量

和效益不断提升，不少村民也加入其

中。目前，希望新村已栽培 2.84 万棒花

菇。2024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100 万

元，真正实现了移民村“下得来、住得牢、

富得起”的目标。

方心怡 郑孙妙奇

吴小刚：移民村的共富引路人

张红霞：爱是教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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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党代会 奋斗新征程

初心如磐担使命，奋楫扬帆启征程。中国共产党衢州市衢江区第十四届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月7日召开，本报特推出“党代表风采”专版，

对部分党代表的先进事迹、典型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反映党员干部在深化“五城”建设、打造青年衢江工作中作出的贡献。

“爱是教育的基础，有爱就有了一

切。”源于这份爱，衢江育才小学党支部书

记、校长张红霞在衢江教育战线工作了二

十九年。

12 月 31 日，衢江育才小学开展了首

届家校社联盟科技节活动，全校 1800 多

名学生在一场名为“科学秀”的表演中，近

距离感受科学实验的乐趣。

在衢江育才小学，每个月都有一场主

题活动，涉及语、数、外、科、音、体、美、劳

等各个学科。“我们的目的就在于让孩子

们在特色活动中，开洞脑筋，收获知识。”

张红霞介绍，2023年，衢江衢江育才小学

围绕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构建

了“三原色”学生课程体系，其中校本课程

作为学科的拓展课程，涵盖了健康、智慧、

创新、艺术等方面，让教学“活”了起来。

1995年8月，张红霞大学毕业后来到

衢江一所山区小学担任班主任兼语文老

师。当时，班级里一名特别的孩子引起了

她的关注。因为家庭原因，这位学生性格

内向，学习进度有些落后。“有句话叫‘亲

其师，信其道’，我就每天给他一个拥抱，

然后鼓励他开洞脑筋，培养对学习的兴

趣。后来他的成绩有了很大进步。”每每

回忆起用关爱点燃学生学习热情的事，张

红霞都如数家珍。

一句句亲切的“红霞老师”，凝聚着家长

和学生对自己的信任和鼓励。带着教育的

初心，张红霞从一名班主任，经历教研组长、

管理人员、副校长等岗位，再“升级”到“红霞

校长”。尽管岗位不断变化，但培养学生学习

兴趣和爱动脑筋习惯这件事一直未变。

在高家小学担任校长期间，张红霞积

极推进课程改革，结合地域资源构建实施

“杨炯学子课程”体系，探索出“355”课堂

教学模式改革，培养学生高阶思维，引导

学生学会学习。同时，开发“杨炯学子”五

育奖卡系统，开设20余个学生社团，全面

培养学生个性。

“作为基层教育界的一个党代表，我

觉得不仅是要为学生去动脑筋，还要准确

领会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让党的声音成为

指引学校和教育前行的一盏明灯。”

叶晓轩张丽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