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治专干一个电话
破了非法集资圈套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马杰）“请问一下，老人上当受骗社
区管不管？”“当然管！这是关系人民群众
财产安全的大事，你先别着急，慢慢说。”10
月24日晚上，天元区马家河街道新马社区
综治专干罗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边传
来焦急的声音。

打电话的是辖区居民罗某，他妈妈前
两天报名参加某旅行社的旅游活动，回来
就说要入股新化黑茶，称投资1万元每年能
得到 1800 元的利息，且投资越多，回报率
越高。就这样，他妈妈在旅游途中签了投
资合同，第二天一大早就会有人到前来指
定地点收取资金。

罗肖一听，判断这就是明显的非法集
资，立马将情况上报给马家河街道办事处
综治办，综治办连夜制订计划，三管齐下积
极应对第二天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10月25日天亮后，办事处工作人员就
来到指定的交钱地点蹲守，观察相关情况，
及时劝阻可能上当受骗的居民。同时，社
区专干、网格员逐一进入参与这次旅游的
人员家中，苦口婆心地向居民解释法规政
策、告知其内幕。对几个有意向准备投资
的居民，上门的工作人员重点攻关，通过思
想工作避免对方头脑一时发热上当。

守好阵地的同时，罗肖将该涉嫌此起
非法集资事件“带头人”刘某、付某的信息
通报其所在社区，提醒兄弟单位密切关注，
及时处理，防止事态扩大。

因为街道、社区等及时介入，辖区居民
没有一人上当，此举有效地守住了群众的

“钱袋子”。

七新小区成立于 2004 年，
前身为五三机械厂家属区。早在
2011年，小区的居民大多还使用
煤作为燃料，居民们多次反映希
望能安装天然气。但因地处城乡
接合部，并不在天然气铺设管道
覆盖范围内，问题一直没解决。

为此，肖张兰组织与上级部
门、相关企业积极对接，但天然气
企业给出一个条件，签供气合同的
第一天，签约居民要达到500户。

“可以！”肖张兰一口答应，
她回到社区后召开会议、上门入

户宣传。签约第一天，七新小区
有600多户居民签了供气合同。

居民孙女士患有心脏病，丈
夫在一次车祸中去世，赔偿款也
因找不到肇事人而无法落实，孙
女士的家庭生活困难重重。

肖张兰得知这个情况后，亲
自带着她跑法院、找肇事人，社
区还为其申请了低保，并联系了
区机关单位对其进行定点帮扶，
社区的贴心服务，让孙女士一家
人渡过了难关。

三年前的除夕夜，正在家里

忙着团年饭的肖张兰接到了一通
紧急电话：一位居民的家属突发
疾病去世，除夕夜找不到人帮忙
料理丧事，居民请求肖张兰帮忙。

挂断电话后，肖张兰毫不犹
豫地跑到这位居民家中帮忙处
理家属的后事，等一切安排妥当
返回家中时，肖张兰早已错过了
吃团年饭的时间。

而像这样的事，数不胜数。“我
的责任就是帮助困难群众办实事、
解决困难，办不好群众不满意，我
自己心里也不踏实。”肖张兰说。

七斗冲社区是2004 年企业
破产改制后新成立的社区，企业
改制遗留问题造成的问题很多。

作为一名社区党委书记，肖
张兰认真履职尽责，创新抓好党
建工作主责主业。在任期间，她
制定了《社区工作人员守则》《社
区党员行为规范》等 20 多项规
章制度，把社区的各项工作纳入
到制度化规范化之中；坚持在社

区党组织中，吸纳各界人士共产
党员进支部班子。同时注重激
发党员群众“服务社区”的“成就
荣誉感”，宣传树立“榜样”。

社区里有一对 80 多岁的老
夫妻，都是党员。年龄虽大，但
作为 1949 年前入党的老党员，
两位老人对社区的工作非常关
心，经常过问。

肖张兰经常上门诚恳地听

取这对夫妻的建议，主动接受他
们的监督，并根据他们的合理建
议在工作中改进实施。

她的谦虚和诚恳赢得了这
对夫妻的信任和支持，当得知社
区经费紧张，无法短时间内为远
程教室购置空调，二老主动出资
为社区远程教室安装了空调，还
订购了报纸杂志，在社区活动室
设立读书角，供居民阅读。

“服务社区，就要把居民当成自家人”

她真情为民 既赢口碑又获“金杯”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高鑫

“服务社区，就要把
居民当成自家人。”这是
芦淞区枫溪街道七斗冲
社区党委书记肖张兰经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她每天都抽空和同
事到社区，同居民们拉
家常，用心去了解大家
的 难 处 和 需 要 。 慢 慢
地，居民们开始接纳肖
张兰，将她当成知心朋
友。在七斗冲社区群众
的心里，肖书记是真心
干事，真情为民，其人其
事在群众中有口皆碑。

老党员主动出资为社区添空调

以心换心

除夕不陪家人过节，赶赴居民家处理丧事

扶贫济困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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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倒塌成“拦路虎”
网格员迅速处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圆
通讯员/曾明）近日，云龙示范区龙头铺街道
龙兴社区网格员曾明在开展辖区日常巡查
时，发现老长株路农业银行路段护坡上的
树木，受风雨天气影响横倒在了主路上，占
据了半边道路，严重影响过往行人和车辆
的安全通行，极易产生危险事故，造成交通
堵塞。

曾明发现此情况后，立即上报给社区
和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并在现场提醒过
往行人和车辆注意安全。街道办事处接报
后马上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处理，随即街道、
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和志愿者，齐力对道
路上倒伏的树木进行清理，随后又安排垃
圾收集转运车对现场树木进行转运清理，
现场道路完全恢复，来往车辆和行人安全
得到了有效保障。

这次树木倒塌事件的处置，虽然是一
件“小事”，但充分体现了网格员一心为民、
积极作为的工作作风，赢得了群众的认可
和赞扬。

真情奉献收获“金杯银杯”

舍小我顾大局

社区工作无小事，群众的事
就是大事。

今年 48 岁的肖张兰在七斗
冲社区担任党委书记已十余年，
先后解决了社区路灯照明、松柏
堂建设、公交出行、居家养老服
务站等问题。一件件实事、一桩
桩好事，使她既赢得了群众好口

碑，也收获了不少“金杯银杯”。
她本人先后获得了湖南省

巾帼建功立业标兵、株洲市优秀
基层党组织书记、株洲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个人嘉奖、株洲市

“最美娘家人”等称号。
七斗冲社区先后获得全国

巾帼文明岗、全国妇联工作先进

单位、湖南省社区党建和社区建
设先进单位、省妇联工作先进单
位、省离休老干先进党支部等称
号，并被授予省级文明社区、省
级民族团结示范社区、省级雷锋
号志愿者服务站示范点。

▲肖张兰（左三）耐心为居民讲解政策知识。受访者供图

以心换心

“木人”“木居士”“老木”“鲁
班门下”“大匠之门”等朱、白文
印，是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标明
身份的常用印，时间跨度四十余
年。

齐白石为什么称自己是“木
人”“木居士”和“鲁班门下”呢？
为什么总要将这些印章钤盖在自
己的书画作品上呢？原来，这与
他十几岁拜师学木匠有关。

“‘齐满木匠’，是我的本家叔
祖，他的名字叫齐仙佑。……隔
了几天，拣了个好日子，父亲领我
到仙佑叔祖的家里，行了拜师礼，
吃了进师酒，我就算他的正式徒
弟了（《白石老人自述》）。”这年，
齐白石15岁。学的是“粗木作”，
又称“大器作”。

“粗木作”一艺，学的是盖房
子、立木架，做扮禾桶、犁耙、木桌
等一类重体力活。齐白石因年纪
小、吃不消，第二年，他的父母帮
他找了个轻松点儿的活——雕
花。这个雕花，称“细木作”，又称

雕花木匠。这个师傅，名叫周之
美，时年 38 岁。“他是没有儿子，
简直把我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
待。他常常对人说：‘我这个徒
弟，学成了手艺，一定是我们这一
行的能手。我做了一辈子的工，
将来面子上沾着些光彩，就靠在
他的身上啦！’（《白石老人自
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7 年），
周之美病逝。齐白石闻讯，连忙
做了一篇《大匠墓志》的祭文去追
悼。1932 年，为了纪念和感恩这
位周师傅，69岁的齐白石刻了枚

“大匠之门”的印，以示周师傅之
门人(徒弟)也。

像“鲁班门下”朱、白文两印，
分别是齐白石 72 岁和 82 岁时
刻。“木人”和“木居士”印，齐白石
各刻有好几方，最早一方刻于
1908 年，齐 45 岁。这些印，都是
齐白石不厌其烦地向世人宣告：
我是木匠出身，并且与鲁班有那
么一层关系。

自古“英雄不问出处”，特别
是那些“盛名”之后的名家，一般
都避讳自己卑微的出身，生怕弄
出个子、丑、寅、卯来。而我们的
齐白石，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出身，
从来不忘来时的路，即便是80岁
后出了大名，成了大家，他还要镌
刻“鲁班门下”这样的印。连同原
刻的“木人”“木居士”等印，他不
时地钤盖在自己的画作上。“而且
还时常公然以此相标榜，自矜自
傲，这不但在中国现代画史上极
为独特，在几乎整个中国美术史
上也属罕见（著名美术评论家林
木语）。”

1957 年 9 月，齐白石病逝。
他的后人遵照白石老人的遗愿，
将这批印章（300 多方）连同画作
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上述“木人”

“鲁班门下”等印，都收藏在如今
的北京画院。2012 年，北京画院
出版了一套《齐白石三百石印朱
迹》的印谱（两册），我还特地购买
了一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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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
“木人”“木居士”齐白石

马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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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去神农公园散步，突
然想要俯瞰株洲的夜景，想看看
40年前河西这片沙洲，今天变成
个什么样子。花几十块钱登顶电
视塔向远处眺望，第一眼的感觉
是惊讶，眼前景象让我感慨震
惊。感慨人民创造世界的力量竟
如此之大，大得超乎想象，大得能
改变世界。

宽阔的大马路两旁闪烁跳动
的流光溢彩，像是一条条流动的
银河；楼群里灿若繁星的万家灯
火，更像是撒满五彩斑斓珍珠的
星海，给株洲这座魅力城市赋予
了鲜活的灵魂。马路上有序流动
的车水马龙，像是这座动力之都
生生不息，永久流淌的鲜活血
脉。看着今天如此繁华的河西，
如此魅力四射的城市，不禁想起
了第一次到河西的情景。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茶陵
县食品罐头厂做采购员，有幸第
一次拜访了河西。

封罐机上的一个零件破损，
这个零件还至关重要，没有它，封
罐机便爬着睡大觉。跑遍株洲长
沙机械配件店，得到的答案都是：
没货。正在厂里培训技术，指导
生产的株洲市食品研究所的工程

师告诉我，河西有个铁匠铺，手艺
特别精，能打出这个零件。揣着
半信半疑的心态赶到株洲，当时
株洲还没有跨江大桥，联通河东
河西的是一个渡口。现在已记不
清具体位置了，大概在现在的株
洲大桥与天元大桥之间。

乘船来到河西，眼前的景象
有点难以置信，仅一江之隔，河东
河西的落差竟如此之大。放眼望
去，只有田野里那一块块青绿的
蔬菜略显几分生机，给我的第一
印象是荒凉。由于年代已经久
远，具体情景已然模糊，依稀记
得，几个不是很整洁的村庄，不规
则地散落在偌大的沙洲之上。沿
着一条沙石路向离河岸大概 500
米，看似集市的村庄走去，去寻找
工程师口中的那个铁匠铺。走近
集市，远远听见叮叮当当的打铁
声。是打铁声，这声音我熟，我家
不远就有个谭铁匠。

铁匠铺就在集市边，铺子里
正在挥锤锻打铁器的，是一个50
来岁围一条皮革制作的长裙的汉
子，左手拿把硕大的火钳，夹住一
把已具雏形的锄头，右手一把小
锤。两个 20 来岁的年轻人甩着
大锤，照准汉子小锤点打的地方

使劲夯打。他俩可能是大汉的儿
子，也或是大汉的徒弟。见我进
来向他打招呼，大汉停了活计问：
有事吗？我说了来意，没等我把
要打的零件描述完，大汉便接过
话茬：知道，株洲罐头厂的这些零
件都是我打。我告诉他零件的尺
寸和数量，他看了眼墙角桌子上
的闹钟说，明天上午来拿吧。

第二天，如期来到铁匠铺，拿
起大汉交给我的零件，满心疑问
地在手里掂了掂，心里嘀咕：能用
吗？没想到的是，这些手工打造
的家伙什，比配件店买来的更好
更耐用。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那个渡
口和那艘渡船不见了，看到的是
横在湘江之上，贯通东西的几座
大桥；河西的荒芜没有了踪迹，取
而代之的是繁华的街市和拔地而
起高高耸立的幢幢大厦；还有那
间铁匠铺和铁匠大汉也消失了，
换来的是一座新兴的将来必定强
大的高新科技城。

乘电梯下了电视塔，漫步在公
园热闹的广场上，我在想，这间铁
匠铺和那三个铁匠去哪了？哦，或
许他们就是这些大厦的建筑工，也
或许是这一条条大道的筑路人。

不见当年铁匠铺
欧阳跃

国画《荷韵》
作者：欧阳雅

国画《水墨山水图》
作者：沈楠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