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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水泉村“村官”胡洋：

为村民做实事、做好事

编
者
按

姚家街道的8位大学生“村官”入职后，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脚踏实地做事，热情真诚待人，很
快进入工作状态，成为同事的好搭档、居民的贴心人，在村(居)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朝气蓬勃、不怕
吃苦，把村(居)民当成自家人，用行动获得了肯定，也成为同龄人学习的榜样。《新姚家》编辑部特对他
们一一进行专访，述说他们工作中的酸甜苦辣与基层情怀。本期推出4位本科生“村官”的故事，与社
区居民分享。

胡洋是“90后”大学生村
官中的一员，2014年大学毕业
后，她来到基层一线，走上了
姚家街道办事处窑头村大学
生村官的岗位。

谈起了做村官的初衷，胡
洋说，主要是受到了家人的影
响。“物业给少安了暖气片，居
委会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姥姥和居民去讨说法，还发
生了肢体冲突，卧床2个月。”

这件事情对胡洋触动很
大。“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在
基层工作，肯定不会对居民动
手的。”原本对未来很模糊的
胡洋一下子找到了人生奋斗
的目标，“从那时起，我决定要
当个村官，为老百姓做实事，
做好事！”为此，胡洋还放弃了

在天津市当公务员的机会。
立志要为老百姓做实事、

做好事的胡洋一踏入浆水泉
村，就显得干劲十足。她勤奋
好学，对待工作十分认真，得
到了领导、同事、村民的认可。

胡洋介绍，浆水泉村共有
800人，虽然人数不算多，但是
工作起来也不轻松。“就拿老
年人生活调查统计这个事情
来说，因为表格比较复杂，所
以有很多村民就不理解，还有
人说统计这个有什么用，又不
发钱……说实话，有时候我真
的想放弃，但是想想自己选择
这份职业的初衷，又坚持了下
来。耐心给村民讲解，渐渐地
情况就好了起来。”通过不断
真诚地和村民打交道，现在胡

洋和村民很熟络，宛如一家
人。

和其他90后女孩一样，胡
洋也是多才多艺，古筝技艺出
众，计算机方面了得，最近又
迷上了台球，还拜了同事为
师。胡洋说，她发现许多村民
都有文艺爱好，有的水平还不
低。“我想着，等到村里开联欢
会的时候，把这些人聚集起
来，那该多么热闹！”

面对即将到来的本命年，
胡洋许下了新年愿望：“希望
在未来的一年中，我能够尽快
地将工作熟悉起来。希望自己
的能力在未来的一年中能得
到大幅度提高，自己能够独立
解决一些问题，更好地帮助居
民。”

窑头村“村官”赵文溪：

“与百姓打交道，我觉得真实”

“我十分热爱这份工
作。”说这话的人是赵文
溪，窑头村的大学生村官。

初见这位扎着马尾辫
的姑娘时，看上去有些柔
弱，但这位看似文弱的姑
娘其实有着自己的坚持。
在学校时学的是会计，在
很多人看来，赵文溪原本
应该有个更适合的工作。

“我喜欢和老百姓打
交道，因为，我觉得这样活
得很真实。”赵文溪说。
可是，与老百姓打交道并
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尤
其是在像窑头村这样的大
村中。“刚开始接手工作的
时候确实觉得很困难。我
记得有一次经济普查，我

和办公室的同事一起去一
家企业进行普查。我们过
去的时候，这个公司的负
责人正在与朋友喝酒，还
喝多了。他听到我们来意
后，认为我们耽误他工作，
不仅不配合，还破口大骂。
当时我都气哭了。”而赵文
溪的同事在这种情况下却
很淡定，反复作解释，即使
被赶出来以后，也一遍又
一遍地耐心打电话。最后
这位负责人被他的诚意感
动了，两人成为很好的朋
友，工作也得以进行。

赵文溪说，从这件事
情上，她明白了自己还是
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不懂
得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办

法，“需要向同事好好学
习”。赵文溪非常感谢同事
们对她的帮助，从同事那
里学到很多处理问题的智
慧，而对窑头村党委书记
谢雪，她更是充满了敬意。

“说起我们谢书记，我
真的很感动。我们这个村
有现在的规模，离不开谢
书记的辛劳。”赵文溪说，

“谢书记从来不把自己摆
在很高的位置，总是实心
实意地为老百姓办事。”

赵文溪说：“我希望在
未来的一年中，能在基层
多多锻炼，积累更多的经
验，多和前辈们学习一下
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使
自己尽早成熟起来。”

姚家村“村官”李振：

在基层才能不负所学

在历下区姚家街道办
姚家村，有这样一名大学
生村官，扎根基层，服务百
姓，他就是村官李振。这个
90后的男孩略显腼腆，也
有着自己的坚持。

李振毕业于中国政法
大学，学的是法学专业。
2014年毕业时，他选择回
到老家济南，当起一名村
官。“我之所以告别北京，
是因为我觉得那里并不是
我的用武之地。我觉得，只
有在基层，真正为普通的
老百姓做事，才会有价值，
不负所学。”

刚来到姚家村的李
振，发现居民工作并不像
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刚开

始工作的时候，确实觉得
有点不适应。多亏了领导
的指导，同事的帮助，我才
度过这个阵痛期。现在再
做起这些工作，就觉得没
有这么难了。”

给李振留下印象最深
的是2014年村子里的两委
换届选举，“我从来没有经
历过如此大的阵仗”。李振
主要负责计票。由于姚家
村人数多，票的数量超过
了3000多张，李振和几个
村民代表一般都是从早晨
忙到晚上。“这工作很重
要，再累也得坚持。”

作为姚家街道8名大
学生村官中唯一的小伙
子，李振认为男孩子应当

更多地参与进来：“我觉得
男孩子当村官，更适合深
入基层开展工作。因为男
孩子比较能吃苦，而女孩
子身体娇弱一些，在这方
面我觉得男孩子在工作方
面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李振在村里的一项工
作是做会议记录，这可是
一个“技术活儿”：“刚开始
有点吃力，不过经过同事
的指导和训练之后，我觉
得现在没问题了。”

谈及新年愿望，这个
23岁的小伙子不好意思地
说：“我希望我的能力能够
有很大提升。把手头工作
做好的同时，希望能承担
一些更加艰巨的任务。”

荆山村“村官”朱迅：

在感动中前行

朱迅留着一头短发，
平易近人，做事有条不
紊。2013年从山东政法学
院法律系毕业后，朱迅来
到荆山村开始了新的征
程。

由于大学毕业后直
接来到了村里工作，加上
对农村工作不太熟悉，面
对纷繁复杂的村务，刚开
始朱迅一时感到难以适
应。“多亏了领导和同事，
他们都很热情地帮助我，
指导我。我渐渐度过了那
阵迷茫期，现在很适应这
份工作了。”

朱迅一来荆山村，就
碰 到 了 荆 山 村 委 开 展
2013年底大病救助工作、

2014年度低保边缘户认
定申请工作等。朱迅主要
负责申请表格的发放、填
写和所需证件材料的准
备，传达政策精神，告知
村民义务，以及最后报送
材料，并建立相关电子档
案。这些工作尽管很繁
琐，但是在完成这些工作
的过程中，她熟悉了村里
高龄老人、患病村民的基
本情况。

“在走访村民的过程
中，我发现村民都很淳朴
和真诚。有些老人听力、
视力都有些下降，经过我
们协助顺利填表之后，有
的老人拉着我们去他家
吃饭。”朱迅回忆。

给朱迅留下印象最
深的事情还有2013年底
的第三次经济普查。“有
一次，朱迅冒着大雪去荆
山东路入户摸底，“有的
商户给我沏了一杯热茶，
还说，‘闺女，这么冷的天
还出来工作，赶紧过来暖
和一会儿再走吧！’。”朱
迅很感动，“老百姓就是
这么朴实，你把心给了
他，他就把心给你。”

面对新的一年，朱迅
说：“在新的一年到来的
时刻，我想在村官的岗位
上干得更好，我将以更饱
满的热情、更谦虚的态
度，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
中。”

本版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朱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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