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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新鲜事

2019年12月15日，丰台街道东安街社区举行2019年度最
后一次党课。当天中午，许英杰在楼道碰见一位83岁的居民，
老人拄着拐杖问：“今天社区有什么活动？”“有党课。”许英杰
笑着回答道。

下午天空开始飘雪，许英杰以为老人不会来，没想到老人
竟准时出现。“今年的最后一次党课，必须得来。”老人说。

从2009年开始，许英杰便在社区上党课，2014年，在社区的
支持下，又成立了许英杰工作室。如今，东安街社区党建工作
越来越接地气，居民间的凝聚力和文化氛围也逐渐提高。

注重方式方法 让党课“接地气”

东安街社区是个老小区，住在这里的都是几十年的老街
坊。2009年，从黑龙江返京定居的许英杰将党组织关系转到社
区，成为其中的新人。

第一次参加党支部会议，他就给老同志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75 岁的蔡德起回忆说，当时大家正在讨论交流科学
发展观，许英杰当场编了一首《学习科学发展观要诀》：新世
纪和新阶段、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核心，第一要义
是发展……要诀总共十六句，押韵顺口，很快就在老党员中
间传开了。

后来，支部书记向许英杰发出邀约，请他为大家上一堂党
课。考虑听课的党员大都已经离退休，年龄不小，许英杰特意
调整了讲课的内容和方式，“跟老人讲课不能长篇大论，不能讲
大道理，要讲小道理，要通俗易懂、接地气。”

比如，他讲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会剖析时代背景与诗
词之间的联系；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从百姓角度出发，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邻里、夫妻、子女之间都要讲究这些
品质。父母不孝顺，那将来儿女也不会孝顺自己，这就是榜样
没有树立起来。”

因为接地气的讲课方式，慕名而来者越来越多，从五六十
人增长到现在七八十人，“会议室都快坐不下了”。

党课如此受追捧，东安街社区决定以此为契机实现社区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于2014年成立了“东安街社区英
杰文宣工作室”，承担社区的理论宣传工作。

课件图文并茂 整理成册免费送

2019年，许英杰在社区讲党课刚好整十年，累计超过50节，
每节课他都会准备手写课件，并免费复印给听课的党员同志。

“每次接过老许的课件，我都很激动。”75岁的郝树岐难掩
敬佩之情，“一次十几页，全部手写，换作我真做不到。”

许英杰的课件不仅是一本手写的文字手册，更是一本悉心

规划的资料集。就拿2018年他为改革开放40周年准备的课件
来说，早在年初他就开始查找资料，并将新闻中得来的GDP等
数据进行整理，手绘成图表，让老人们一看就明了。“一次次加
印，最后发了90本。”说起大家争相获取手册的热情，许英杰十
分自豪。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许英杰的课件大多图文并茂，其中文
字有的来自剪报，有的来自书籍，有的是自我总结感悟；图片则
来自各种资料。许英杰介绍，他有几个大资料袋，分为历史、政
论、图片等多个主题，平时看到有用的素材就会剪下来分门别
类地保存在档案袋中，等到需要时，随时拿出来使用。他还将
自己的手写课件整理汇总，装订成两本厚厚的党史党政汇编。

“2019年我总共讲了7节党课，最近进行年度总结，看到这些内
容就觉得自己这一年没有白干。”

鼓励大家开口 希望“每个人讲一节党课”

许英杰的党课名声渐起，开始从东安街社区拓展到周边社
区、消防支队、街道层面。面对不同受众，他还会调整讲课方
式，“给年轻的消防员们讲课就要充满激情，起到为大家鼓劲加
油的作用。”

现在，许英杰有一个计划——鼓励每个支部书记讲一节党
课。起初，许多老党员认为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加上退休多年
理论水平下降，不敢开口，许英杰挨个儿劝说，为他们出主意，
并鼓励居民协助党员完成稿件。慢慢地，参与讲党课成为东安
街社区的新趋势。

除了党课，在社区与工作室的共同努力下，社区宣传工作
渐成体系。例如，2019年许英杰选取“毛主席诗词”作为党课内
容，相配套的，社区宣传栏板报、书法、图片展览等都是毛主席
诗词为主题，以此加深居民对党课内容的理解。

在2019年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型活动中，
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原定100份国旗发到一半就数量不足，许多
居民在节目表演过程又即兴增加节目，一起为祖国庆生。“这次
活动后，明显感觉到居民之间的凝聚力更强了。”

2020年的党课提纲许英杰已经和社区敲定好了，以提高党
性修养为重点，以传统文化为主题，讲解唐宋时期的著名诗词
人及其作品。目前，许英杰完成了10位唐朝诗人、5位宋朝词人
各自5首作品的素材准备，就待整理成册。许多居民得知这一
计划，纷纷向许英杰预订诗词集，甚至有家长建议，暑假时为社
区小学生开一堂诗词课。

赵祥泉曾经在丰台火车站做过工会主席，加上经常在社区宣
传自己关注的民生热点。渐渐地，他成了居民放心依靠的“主心
骨”。“不论谁家有事解决不了，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向赵老师求
助，赵老师也一定会尽力帮忙。”社区居民说。

2018年，小区供暖单位有所变化，有居民向赵祥泉反映家中
暖气不足。住在四楼的赵祥泉也感觉家中供暖温度不达标，“住
4楼都这样，低层住户家里就更冷了。”赵祥泉交代居民在家中放

置温度计，每隔几个小时记录一次。
他还让保姆搀扶着下楼到居民家中查看情况，在拿到

完整温度报告后，赵祥泉联系到供暖公司反映情况，最终
通过开会交涉，供暖问题解决了，目前家里温度计一直显
示 18 摄氏度以上。

对于居民给予的“主心骨”的称赞，赵祥泉微微一笑，“只要身
体允许，我愿意一直为居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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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管“闲事”是居民主心骨

75岁老人讲了10年党课 会议室都快坐不下了
丰台街道东安街社区许英杰根据受众调整上课方式，深受居民追捧

除了给居民发放党课手册，每年的学雷锋
月、八一建军节以及传统民俗节日，许英杰都会
自制至少40份贺卡，免费赠送给居民。而这些贺
卡中，经常包含着他的巧思，比如2018春节贺卡
中的对联：东风浩荡保社区平安，福气呈祥佑居
民和顺，就隐藏着“东安街社区”和“福顺里小区”
两个名称。

平日里，街坊们赶上搬家、结婚、生日等喜
庆时刻，也喜欢让许英杰写一幅字放到家中或
贴在门口。许英杰写好后，往往自费装裱，送到
居民家中，渐渐地他成为社区文化生活中重要
的宣传员。

“图心宽、求康健，是是非非都看淡；保健品、
不保健，不如每天都锻炼……”这些顺口又贴近
老年人生活的短句，出自许英杰编写的《老年人
歌》，其中防止受骗、增强锻炼、放宽心莫计较等
观念都来自于他平时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记
录。“有时候想起来，就写一句，慢慢经年累月，形
成了这样一篇完整的文段。”

由于热心又热情，越来越多的居民愿意与
许英杰打交道，平时一起值班的郝树岐就是许
英杰的老友之一。两位老人同龄且志趣相投，
爱好书法、诗词，经常一起交流。郝树岐钢笔
字写得好，就常常给许英杰一些练字的意见和
建议；许英杰喜欢张罗，就召集郝树岐等一众
爱好书法的老人，建议联合举办书画展，提升
社区文化氛围。

而这些活动和宣传材料大多是许英杰出资
为大家制作的。谈到钱的问题，他十分洒脱，

“我的退休工资足够支付这部分费用，我对钱没
什么追求，如今生活改善这么多，我已经十分满
足了。”

87岁赵祥泉

筹备党史剪报 为建党百年献礼
丰台街道新华街南社区有位“剪报达人”，家中藏报600多册

一头银发，脚步匆匆，87岁的赵祥泉耄
耋之年仍旧闲不下来。

从1989年第一次订报开始，丰台街道新
华街南社区的赵祥泉就养成了剪报、藏报的
习惯，这些年来，他以不同主题编制的藏报
已达600多册，重500多公斤。而如今，这些
见证历史的厚重资料，不再仅仅是他的个人
收藏，还成了街道社区共享的学习资源。

500500多公斤剪报均按主题分类多公斤剪报均按主题分类

在新华街南社区提到赵祥泉，居民第一
反应就是“剪报达人”。近日，记者来到赵祥
泉家时，他已经整理了一个多小时的报纸。

老人的卧室四周，挂满了自制的剪报展
板，门橱柜子上也无一不被剪报覆盖。整个
家中，阳台、客厅自不多说，就连卫生间内、
衣橱里、床板下也被一叠叠剪报占据。老人
骄傲地说，如今他已经整理收集剪报超过
500公斤。

老人整理报纸有一套自己的规矩：党
史、军史、国家重大事件以及社会热点等，例
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一个主题可整理出几十册甚至上百册。老
人拿出目前正在整理的剪报目录说，“2021
年是建党100周年，我计划整理一份党史剪
报，主题就是：回望来路建党一百周年。”目
录中，从建党、抗战、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
已经有了明晰的条目。

整理报纸的过程中，老人又重新复
习了一遍党史，脑海中模糊的历史更加
明晰，“我的理想是，建党 100 周年时党
组织能够接受我这一套剪报，放到档案
馆收藏。”老人坐在沙发上，说这话时两
眼放光。

家庭公约第一条家庭公约第一条————““终身学习终身学习””

“我没上过什么学，订报主要是为了学
习。”聊天的过程中，赵祥泉一次次表露了自
己对于知识的渴求。他小心翼翼地拿出自
己1959年5月31日的毕业证书，纸张泛黄，
因为折痕太深背面已经粘上了胶带。老人
指着毕业证书一字一句地念：“学生赵祥泉
系河北省徐水县人，现年26岁，在丰台站职
工业余学校业余高小修习期满，成绩合格，

准予毕业。”
赵祥泉回忆，20岁从农村考往丰台火车

站工作，此前因为家境贫困从未上过学的
他，靠着在村里借书借笔墨的积累，成为当
时唯一走出农村工作的孩子。但由于条件
限制，赵祥泉也只读了业余学校。

1989年，赵祥泉开始订报，在读报、藏报
过程中，他了解到很多时事前沿及社会热
点，从此便对报纸着了迷。最多的时候，他
同时收藏了8份报纸，北京日报、新京报、北
京青年报、北京社区报、丰台日报以及北京
晨、午、晚报，有的来自街道社区，有的来自
儿女邻居，也有自己的订阅。

“终身学习”如今是赵祥泉的口头禅，
2010 年，他手书制定了《家庭学习公约》，
第一条便是“终身学习”，他把《公约》抄大
字裱起来，挂在卧室墙上，时时提醒自己
和家人。

剪报内容无私共享给社区剪报内容无私共享给社区

除了自己学习，赵祥泉还把剪报信息无
私共享。

他在报纸上看到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新
闻，联想到正在读小学的孙子需要这样的
教育，于是专门搜集相关报道，整理成三
大册，内容包括青少年犯罪都有哪些情
况、为什么会犯罪、如何避免，社会各界要
如何解决帮扶等。他还联系了孙子所在
学校，将剪报进行展览，进而把信息分享
给更多人。

2017年7月，《新京报》刊发家政业乱象
调查的相关报道，之后多地也相继爆出保
姆虐待被照护者的新闻。彼时，北京市提
出居家养老的新模式。赵祥泉决定以此为
契机，在社区开展老年人护理的调查和宣
传。在社区的大力支持下，赵祥泉了解到
新华街南社区 80%以上的老年人有雇佣护
理员的需求，但市面上接受过专业培训的
保姆少之又少。

当时，为了照顾生病的老伴儿，赵祥泉
先后聘请过6个护理人员，喜欢拍摄的他还
用视频记录下保姆照顾老伴儿的过程。

“本来是作为纪念，顺便学习他们的照护手
法，没想到派上了用场。”赵祥泉让儿子把视
频拿出来，挑选了上百张截图冲洗复印，配
合此前家政调查的相关报道，做成展板在社

区进行展览和讲解。“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这
样的方式让大家重视居家养老护理；另一方
面，希望通过我老伴儿跟保姆相处的过程，
让大家了解如何跟护理人员建立亲密和相
互信任的关系。”赵祥泉说，直到现在，给他
老伴儿做过护理的保姆逢年过节还会带家
乡特产来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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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钱没追求 自掏腰包为居民服务

◀许英杰为居民讲党
课，前来听课的大多是他的

“铁粉”。

▼许英杰整理的课件。

在赵祥泉家中，老人向记者展示他收集整理的部分剪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