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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一楼南侧，一面耀眼的荣誉
墙上有醒目的四个大字：珍
惜荣誉。上面挂满了社区
成立以来所获得的荣誉。
“郑州市安全和谐社区”“文
明社区”“先进基层党组
织”……

何梅说，只有珍惜荣誉，
更努力地工作才能把荣誉保
持下去，这是对工作人员也

是对自己的一种警示。
“今后，会根据群众需求，

把活动弄得更丰富一些，继续
做好区域化党建，再搞个家风
家训评比，利用社团进行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传……”

新时期，要有新作为。
她说，要带领支部班子，

把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任重而道远，何梅一直

在路上。

群众利益无小事 一枝一叶总关情

基层工作就是要有“钉钉子”精神
——记上街区颐苑社区党支部书记何梅

她是一名党员，是社区党支
部书记，她扎根基层一干就是
10年。她心系群众，说社区百
姓就是她的家庭成员。她曾获
上街区“十佳优秀青年”“上街区
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她的
名字叫何梅。

3月6日，郑州市颁发第十二
届“十大杰出女性”，获此殊荣的
她很谦虚。“做好工作是理所应
当，像我们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太
多了。没有想到会获奖，这是我
们整个集体的荣誉。”何梅说。
上街时报 谢鹏飞 文/图

今年 41岁的何梅，任职社区
党支部书记已近 10年时间，2014
年8月份成立颐苑社区，她被领导
委以重任，出任党支书，当起了这
个新支部的“领头雁”。

怎么才能把工作做好？怎么
把队伍带好？要如何服务群众？
何梅问自己。后来，她积极探索新
时期区域化党建新形式，不断拓宽
社区党支部社会管理和服务群众

新途径，带领大家创新开展了“学
习家园”“红色家园”“爱心家园”
“康乐家园”“和谐家园”和“心连心
工程”，共建活动，得到了党员和群
众的广泛参与和一致好评。

“何书记，我们都不好意思，不
是你们辖区的人，我不在这住。”有
人坦陈。“没事，你来吧。不是我们
社区的居民，但都是上街区这个大
家庭的一员，你来这里和我们颐苑

社区的居民是一样的，你们放心在
这里玩，也可以参与我们社区的活
动。”何梅说，“社区对全区的群众
开放，对外面的居民和我们辖区一
样服务。”不仅如此，社区365天每
天都对外开放，风雨无阻。

“像台球室、乒乓球，无论刮风
下雨都有人来玩，像缝香包、学剪
纸，每期培训班群众能争相报名。”
何梅的脸上展露出自信的笑容。

她，让小社区释放出大能量，
何梅说，秘密武器就是有一支优秀
的党员队伍。自成立联合片区党
委，党员从 42人增加到 331人，志
愿者从几名发展到近200名。

社区建设从单打独斗变为组
团上阵，党员服务群众的方式丰富
了，大家参与的心劲儿更足了，社
区也成了居民眼里的“香饽饽”。

为什么社区志愿服务这么多
人参与？

何梅开动脑筋，设立“爱心超
市”“爱心存折”，功不可没。

“志愿者来做志愿服务，有爱
心积分，‘爱心存折’服务一小时积
一分，可以去‘爱心超市’兑换东
西。”何梅说，“超市”里的东西有办
事处购买的，有企业捐赠的。“但是
最抢手的还属我们培训班自己做
的工艺品”。让志愿者有一种存在
感和获得感，也是一种鼓励。

“还有一些人兑换的东西，他

不一定用，会送给更需要的人；爱
心传递爱心，更促进了邻里和谐。”
何梅认为。

去年，志愿者收集了一批废旧
衣物，她便联合社区群众集思广益
“怎样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这些旧衣服我们干什么用？
有志愿者提议，我们缝鞋垫吧”，说
干就干，100双饱含爱心和希望的
鞋垫送给了入伍的新兵。让新兵
带着家乡的祝福，报效祖国。

“把每件事做扎实，并且坚持下
去！”这是何梅常常说的一句话。既
然决心要把工作做好，她便不遗余
力。在“党建+文化+创业”的道路
上，何梅一边探索一边前行。

麦秆画、女书、剪纸三项非遗文
化项目成功走进颐苑社区，何梅当
记头功。其中，女书的成功引进还
有段“马路情缘”。在一次网格工作
排查中，她偶然听到两位老人在谈
论关于书法研究的事情，便主动上
前打招呼。“阿姨，我是中心路颐苑
社区的书记，您是不是学画画的？”

“姑娘，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学
画画的？”“我们准备成立工作室，
想邀请你们去当老师”,就这样,经
过一番沟通和多次上门拜访,才有
了如今的女书工作室。在文博会
上，麦秆画和女书走出国门，并荣
获一等奖，“麦秆画得到了外国友
人的喜爱。想大量要咱们的产品，
带出去的作品都留在了国外。”何
梅说。目前，以麦秆画项目为依
托，成立了公司，带动40余名下岗
职工和应届大学生就业，着实为民
办了实事！

另外，何梅根据群众的需求，
成立工作室；把爱好相同的群众，
成立社团。让有一些有特长的人
当老师，带领更多人去学习。

“我喜欢学缝香包，我就跟着
王老师去学；我喜欢跳舞，就跟着
民族舞蹈队学；我们的居民想学习
剪纸，我们就外出请老师，把居民
教会了，我们有剪纸了，居民的需
求也解决了！”何梅神情很满足。

现在，社区已拥有了模特队、
太极拳队、民族舞队、广场舞队及
戏曲队等12支队伍。

回想起为社区农民工讨
要工资事件时，何梅深吸了
一口气，长吁而出，转而又露
出笑容。

那是 2015年底，社区一
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
因开发商欠薪而气冲冲跑到
社区“告状”。了解情况后，
何梅立即把工作人员分成 5
组，详细了解情况，并耐心地
安抚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

“得让他们感受到我们
的关心,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帮
助他们的,可千万不能形成对
立的状态。”何梅说。

说到做到，她立即和劳

动局对接，了解政策，和开发
商对接，积极协调……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成功
地帮助农民工争取到了属于
他们的劳动报酬。

当把最后一名贵州的民
工送走时，时间已是到了大
年三十的傍晚。

“我们拿到钱能回家
开开心心过年，感谢你们
的帮助”，在社区大厅一
角，一张鲜艳的感谢信贴
在墙上。

当晚，她还收到了十几
条来自不同民工的拜年短
信，那一刻，她觉得所有的付
出都是值得的。

工作出彩了，照顾家庭
的胆子自然就少挑了很
多。“一开始的时间，家里是
不理解的。那时候孩子还
小，工作忙起来，根本没空
管。”何梅显得情绪低落一
些，大概是来自对家庭的

愧疚。
“可工作总得有人干，既

然群众需要，我就得坚持，谁
让我有一颗上进心。”

好在，孩子大了，也很懂
事，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这
让她很欣慰。

现在，在社区老人心中，
何梅就如同“女儿”一般体
贴；在孩子们心中，就像“妈
妈”一般温暖。

去年，为了让放学较早
的小学生有个安全学习娱
乐的地点，她又开展了 4：30
课堂。

“每天小学生放学以后，
一些家长较忙没时间辅导孩
子的家庭，我们都会把孩子
接到社区课堂，专门请了两
位社工老师辅导他们学习。”
何梅说，学习之余，还可以让
小朋友做喜欢的手工，带领
他们看儿童读物。

365天对外开放的社区“领头雁”

党员带头，志愿服务风生水起

“党建+文化+创业”，她蛮拼的

为社区农民工讨要工资，她很用心

对家庭，她感觉很愧疚

她是社区居民的“女儿”和“妈妈”

社区荣誉多多，她十分珍惜

居民在打台球

女书作品 何梅在给居民讲解绣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