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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之间的“闲事保长”

随着子女相继成家立业，张秀蓬感
觉身上的担子轻了，但他闲不住。

2009年，张秀蓬到县城滨江花园带
孙子。空时，他就到小区到处转转，看到
谁家自行车没停好，他就扶一把，看到
谁家的衣服被刮到地上，就收一下。渐
渐地，他的热心被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的
负责人赖爱华发现。当时，赖爱华正在
为负责任的保安难招而发愁。巧遇张秀
蓬后，就抓住机会，不断游说。

“主要是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如果
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也算对得起党
员这个称号。”最后，张秀蓬同意了。

小区有 300多户住户，人多、车辆
多，情况复杂，再加上围墙矮，大门又不
能关，管理十分困难。张秀蓬自从当了
保安，就全身心投入，在他的带头努力
下，2010年，小区盗窃零发案。

今年 2月 15日凌晨 1时许，小区
已是静悄悄一片。当晚值夜班的张秀蓬
在小区巡逻。当他巡逻到 7号楼附近
时，发现有异常响动，用手电筒一照，只
见一户人家5楼阳台上挂着个人。而在
阳台隔壁房间的窗户旁，有人正朝他大

喊：“保安救命，快救人。”
张秀蓬高喊：“太危险了，不要爬。”

可阳台上的人并没有停下来。突然，张
秀蓬感觉一个人影从头上飞下，说时迟
那时快，张秀蓬不容多想，马上张开双
臂，用身体去接。结果，一个身体重重地
压在张秀蓬身上，他被冲在了水泥地
上。不一会儿，他就觉得自己腹背疼痛，
想站，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一翻身就滚
向旁边的草坪。

此时，一位深夜回家的住户刚好经
过，报了警。

原来，坠楼者是个四五十岁的妇
女，幸亏张秀蓬把她顶着，才死里逃生，
躲过一劫。

救护车把他们送往医院时，坠楼妇
女握着张秀蓬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
救了我的命。”可当张秀蓬想问清事情
发生的经过时，她却绝口不提。后来，该
妇女的女儿送来一笔钱，感谢张秀蓬忘
我救人，被张秀蓬坚决地回绝了。

住户知道了，就议论开了。很多人
都说，收下也没什么。但张秀蓬不这样
认为，他说：“不要说我是党员，就是一

般群众，也不能要这钱啊。”
一传十、十传百，这件事情被热心

群众编成一段快板：“竹板打，连天响，
小区保安老张来出场。今天不把别的
夸，单把他徒手接人的本事讲一讲。正
月十三下半夜，众人入睡进梦乡，老张
半夜巡逻至楼下，只听见，五楼住户吵
架声音响……”为大家津津乐道。

而让许多人影响深刻的还有一次，
那是小区里一个 40多岁的住户得了腰
结石，痛得不能走动，引来不少人围观。
张秀蓬那天休息，知道后，立即开起自
己的电瓶车，送他到医院，才化险为夷。

“张秀蓬就是这样热心的人，谁家
车子发动不了，他就上前去推一把，谁
东西拿不动了，他总是帮忙提一把，他
这个人老实，工作负责，当我们保安，我
们很安心呢。”住在 7号楼的朱大妈听
说张秀蓬是名老党员时，更是肃然起
敬，赞不绝口。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党员这个身
份。”张秀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

张秀蓬：
一位农村党员的本色

文/摄 记者任平通讯员蔡周相

他只是7500多万共产党员中的一

员，渺小得如同一滴水，淹没在大海里，

了无踪影；他又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在

平凡和琐碎里，坚守着自己的信念，闪

耀着一个共产党员朴素而执着的光芒。

他就是张秀蓬。一个年过六旬、有

着30年党龄的农家老汉，因为热心，如

今赋闲在家的他被儿子所住的小区聘

为保安。但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县城；

无论在田头，还是在小区，接触过他的

人，都为他的古道热肠所称道。

正如他所言，无论身处何地，所为

何事，都要时刻提醒自己，以党员的高

标准来要求自己，一天是党员，一辈子

做榜样，绝不给党抹黑。

做朴实人，说朴实话，干朴实事。今

天，就让我们走近张秀蓬，领略一位农

村党员的本色。

生产一线的“行家里手”

即便是在今天，说起张秀蓬当年的
抛秧、插秧技术，氵里浦镇西里村一些上
了年纪的老人还是记忆犹新。

西里村可以说是张秀蓬的“第二故
乡”，张秀蓬原本出生于花桥镇毛张村，
因为当时家庭条件困难，所以作为家中
的老大，他只上完小学，就开始为家里挣
工分。几年下来，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的
张秀蓬练就了一身干农活的本事，成了
村民教育子女的榜样。

有一年，毛张村要找会计，村干部看
张秀蓬老实，又肯吃苦，就推荐了他。这
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张秀蓬来说好像是件
难事，但几个月专业培训下来，张秀蓬很
快掌握了技巧，结束后，就挑起了村会计
的重任。

生产队分粮食，以前都是一人算账
一人称重量。张秀蓬当会计后，这些活就
都是他一个人包揽了。一个人干两人的
活，从不叫累，还把粮食分得清清楚楚，
让村里人更是刮目相看。

上世纪 70年代，成家后的张秀蓬为
了照顾岳父，举家搬迁到了氵里浦镇西里
的小金山自然村。

当时，他所在的生产队有二三十户，
100多人，80多亩土地。张秀蓬作为“外
来女婿”，原本在农村会被人“瞧不起”，
但事实却正好相反。由于他不但是种庄
稼能手，而且还能捣鼓别人不会的一些
农用机械。村民有什么问题，都喜欢请教
他，找他帮忙。渐渐地，他那“吃苦、耐劳、
勤学”的个人特质被周围人认知，他也越
来越为村民所喜爱。

几年后，张秀蓬就被推选为小金山
村生产队长。

张秀蓬不但工作上认真，思想上也
是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他提交入党申
请书后，村党支部一开始对他的“家庭成
分”有顾虑，但最终被他务实的作风所感
动，党内表决那天，全票通过。

后来，张秀蓬还当上了西里村生产
大队副大队长，他更是把全部身心都投
入到劳动中。农田灌溉都靠从路下水库
取水，而路下水库离农田有六、七里路。
旱情频发时，张秀蓬就带头抡锄头，呼吁
村民一起去水库放水。他们往往是忙完
农活半夜才有空去，天黑山路难行，放完
水后凌晨才能回家。正是在他的带头下，
即便在最干旱的日子里，西里村的庄稼
也很少因缺水而干死。

村民致富的“带头大哥”

上世纪 80年代，农村实行了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后，张秀蓬
也从大队长变成了村出纳。

这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进
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小山村。是守着农
田过苦日子呢？还是先富带后富，闯出
一条路来？

张秀蓬这个本分的庄稼人选择了
后者。有了这个想法后，他就到处找门
路、想项目。说来也巧，当时张秀蓬毛张
村的一个亲戚也找到了他，谈起了如何
脱贫致富的事。“在农言农”，两人觉得
老家毛张村那片荒山很有开发利用的
价值。一合计，认为比较适合种水果，于
是决定，找村里搞承包。

当时，毛张村的负责人接待过不少
想承包荒山的人，但他总是不放心，觉
得那些人不太像是干“正事”的。张秀蓬
找到他，并说了自己的想法后，负责人

就对他交了底：“别人要包，我都不相信，
不敢包给他们，你是党员，为人正直，我们
都知道的，你要包，那就包给你吧。”

就这样，张秀蓬跟 4个合伙人一起
包下了毛张村 30亩荒山，开始搞枇杷
种植。

荒山未经开垦，硬得很，没有现代
化的工具，张秀蓬就带着大家一锄头一
锄头地人工开挖。手磨破了，鞋磨穿了，
他从来不叫一声苦，喊一声累。受他的
影响，几个合伙人也是信心满满、干劲
十足。

天道酬勤。张秀蓬种植的枇杷在第
二年挂了果。虽然收入不多，但这也是
他搞经济作物种植掘到的第一笔钱。这
钱不但让他实现送孩子上学的目的，还
让他交了租金，改写了毛张村集体经济
空白的历史。

农业生产总是靠天吃饭，年成好的

时候，张秀蓬一年有个四、五千元的收
入，这在当时毛张和小金山村都算是率
先“脱贫”的一族了。

张秀蓬在党支部会议上传授自己
成功种植的经验，还经常鼓励村民“走
出去”。在他的带动下，毛张、小金山等
村的许多村民也逐渐到外面搞承包，搞
种养，逐渐告别了原先单一的粮食生产
局面。

张秀蓬在当西里村出纳期间，深受
村民信任，从不动用村里一分钱，到了
村集资搞塘坝建设，修公路时，他总是
第一个掏钱，有时看资金不够，自己还
贴一点。

哪家有困难，只要张秀蓬知道，不
管是农事上的，还是生活上的，他都会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也没能帮上什么，
能帮一点是一点吧。”张秀蓬回想自己
走过的路，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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