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甸柳三居党员管家李隆兴———

““把把社社区区当当成成自自己己家家””

五年间，写下四份

入党申请书

作为公安的儿子，李隆兴
从小便有一个“军人梦”，当20
岁的李隆兴听说部队招收飞
行员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报上
了名，“当时觉得自己身体特
棒，一心想进军营里当兵。”

可惜的是，因为视力水平
不过关，李隆兴被刷了下来。

第二年，李隆兴不肯放
弃，又再次报名参加招飞。这
一次，李隆兴“学聪明”了，提
前花了老长时间把测视表背
了下来。遗憾的是，这一次还
是没能通过，至此，李隆兴的

“军人梦”就搁浅了。
李隆兴说，自己是“生在

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虽
然从军报国梦没能实现，但在
工作上依然积极地向党组织
靠拢。

年轻时的李隆兴在济南
纺织厂技术部工作，同是甸柳
三居党员管家班成员的张殿
斗“爆料”说：“他做工作很有
创造性，还拿过技术创作奖”，
当记者想要详细了解一下这
些创造成果时，李隆兴不断摆
手：“技术人员搞创造是本职，
没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

工作上的积极和突出，不
仅让李隆兴多次被单位评为

“先进”，也给他带来了学习深
造的机会。1972年，李隆兴被
单位推荐到了青岛纺织学校
学习。

参加工作没多久，李隆兴
就向单位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但是没能通过。

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李
隆兴坚持写入党申请书，为了
获得党组织的认可，除了工
作，李隆兴还挤出时间来从报
纸上关注重大问题，学习党的
讲话，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
接二连三的失败并没有打击
李隆兴入党的决心，反而使他
入党的信念更加坚定。终于，
提交到第四份入党申请书时，
李隆兴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
经过一年的党课学习，成为正
式党员。

对于自己的入党，李隆兴
觉得这是水到渠成：“上小学
是少先队员，上中学是共青团
员，到工作了，入党是自然而
然的一个追求。”

忙完家里忙社区：

“这都没什么”

对于自己为社区所做的
贡献，李隆兴不愿多谈，“低调
做人，高调做事。”是采访中李
隆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看到李隆兴如此“低调”，
好哥们张殿斗坐不住了，细数
起了李隆兴为社区所做的贡
献：“他们家儿子是公安，儿媳

妇是教师，两口子都挺忙的。
孙子孙女都还小，老伴身体不
好，他既操心家里又关心社区
里的事。”

早上6点多，李隆兴就起
床开始收拾家里的事情，给孙
子孙女弄上早饭，看着孩子走
进学校，李隆兴立马奔赴他的
下一站——— 甸柳三居居委会。

“我们党员管家班成立以
来，他一天也没落下班来。”张
殿斗说。

党员管家班的成员都是
义务性地为社区，为居民服
务。按规定，党员管家班的成
员是9点到达就可以，虽然家
里的事也并不清闲，但是李隆
兴不管寒冷暑热每天坚持8点
就到社区，撸起袖子，扫地、拖
地、擦东西，各种打扫收拾。

一天早上，李隆兴一脸愠
色地走进社区办公室。社区里
的同事询问原因。

原来，李隆兴刚把孩子送
去学校往社区赶的路上，遇到
了一个老朋友，简单的寒暄
后，老朋友忍不住对李隆兴
说：“又不给你钱，你每天到点
上班，图什么？你值当得吗？”

听了这话，李隆兴当场反
驳了他，跟老朋友闹了个不高
兴。

在党员管家班成立之前，
李隆兴就已经开始参与到志
愿服务社区的活动中来了。

小广告一直是社区环境
卫生的一大破坏者，不但不美
观，还影响文明城市形象。从
济南提出创建“精神文明城

市”后，李隆兴发挥党员的带
头作用，与志愿者、社区热心
居民积极参与到小广告的清
理工作中。城市“牛皮癣”对城
市的形象和居民的生活都存
在着负面影响。经过清理之
后，社区“牛皮癣”不见了，社
区居民的环境意识和家园意
识更强了。

虽然默默地为社区做了
很多工作，但李隆兴常说：“这
都没什么”。

“我父亲是一个严谨认真
的人，对我们六个兄弟姐妹都
是言传身教。”李隆兴说，“我
不太会说，只知道要老老实实

做事。”

党员管家班：

“把社区当成自己的

家”

在采访过程中，李隆兴不
断提到党员管家班的同事们，

“我不想突出我个人，我们集
体每一个党员都为社区做了
很多工作。”

的确，在甸柳三居，像李
隆兴这样的同志有很多。现
在，党员管家班就有六位管家
负责人：治安管家队李隆兴、
文体管家队张殿斗、宣传管家

队李景仁、调解管家队王曼
珍、环境管家队范仲英、帮扶
管家队孙武红。这六位管家班
负责人最“年轻”的一位今年
62岁。

党员管家班的这6个负责人
还将甸柳三居分成了6个网格，
一个格四栋楼，平均下来，每个
网格里的管家班成员要面向七
八百个居民提供服务，进一步细
化服务居民的范围，将服务居民
当成责任扛在肩上。

在党员管家班成立之前，
甸柳三居的这些老党员就自
觉地参与到社区的活动中，除
了自己积极地为社区服务，还

组织联系群众参与。不少老党
员在济南“创城”期间，不仅自
己不落下清理小广告的志愿
活动，还组织带领身边的群众
共同参与小广告清理。

2015年年底，甸柳三居居
委会搬到了有1500余平方米
的社区办公服务用房，书画
室、文体活动中心、图书室等
设施的齐全，让更多居民聚集
到了社区，王曼珍、李隆兴、李
景仁等多位为社区默默奉献
多年的老党员主动找到居委
会主任商量，成立了为居民提
供服务的党员管家班，“凡是
党员管家班能想到的，我们就
在社区中管起来。”

社区举办“楼道文明卫生
评比”活动，作为楼长的张殿
斗撸起袖子就开始干活，两个
单元，从6楼扫到1楼，从天花
板到墙壁，从墙壁到地板，从
地板到栏杆，干完活的张殿斗
弄了个灰头土脸，“连人都看
不见了”。

在甸柳三居，也有不少生
活困难的老人，是党员管家班
按时探访的对象。

甸柳三居2号楼就有一对
80多岁高龄的两口子，两口子
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去世
了，小儿子得了尿毒症，两口
子没人照料。除此之外，因为
年事已高，老太太的身体状况
也不佳，老爷爷自己平时都得
坐在轮椅上，还既要照顾自
己，又要照顾老太太。

在知道老两口的家庭情况
后，党员管家班的成员时常上门
照看两位老人，有时去医院有时
上家里给老人帮帮忙，又或者自
己掏钱给老人买些东西。“我们
做得不多，只是希望他们能感觉
到有人关心他们。”

在甸柳三居，党员管家班
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除了关心困难家庭，管家班成
员还协助居委会党委，完成社
区工作。不管是社区开的常规

的舞蹈班、合唱班、书画班、摄影
班，还是对老年人来说新潮的手
机班、电脑班，都得到了居民的
热烈响应，为了满足居民的需
求，有的班一周要开好几节错时
上课。李隆兴一个人就报了歌
唱、书法、电脑、摄影四个兴趣
班，说着，李隆兴唱起了歌：“社
区我的家，是我的家。”

说起社区办兴趣班的成绩，
李隆兴略有“骄傲”地说：“我们
社区的舞蹈班参加市里的舞蹈
比赛还获得了二等奖。”

调解邻里纠纷，也是党员
管家班成员的工作之一。曾经
有两户楼上楼下的邻居闹不
和，党员管家班成员孙武红先
去了解情况，原来楼上的厕所
漏水，水漏到楼下屋里，这才
造成了纠纷。为了调解两户人
家的矛盾，63岁的她多次上门
劝和，爬了不少次楼梯。最后，
楼下住户主动做了防水，将问
题化解了。

因为长期地为社区服务，党
员管家班渐渐得到了居民们的
信任和认可。党员管家班每个月
都会组织讲两三次党课，每次讲
课室都会坐着满满的人。

其中86岁的王士滨老人
最惹人注目，老人次次都自己
推着轮椅来上党课，到了门
口，有人想扶他一把，他坚决
不让。讲课室在二楼，平时连
站立都很费劲的王士滨靠双
手撑住轮椅扶手把身体支起
来，再用两只手抓住楼梯的扶
手，两只手用力在楼梯扶手上
攀行，这段普通人十几秒可以
上去的楼梯，王士滨每次都要
花上好几分钟。

“每次看到这一幕，对我
们 管 家 班 的 成 员 触 动 都 很
大。”李隆兴和张殿斗都说。

“在家里怎么办，咱在社区
就怎么办。”李隆兴说，“在家里
油瓶子倒了扶不扶？那肯定得扶
啊。在家扶，在外面也扶，咱就把
社区当成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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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校、居委会，就是李隆兴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作为一名有着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2011年从单
位退休后，李隆兴继续发挥余热，服务社区。2016年甸柳三居成立了党员管家班，默默为社区做了多年贡献的他
立马加入到了这个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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