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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下午，“红船领航扶贫”出征启动仪式在嘉
兴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嘉兴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四川
省阿坝州黑水县相关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工作，确保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发展教育脱贫一
批”是党中央交给教育系统的重大任务。嘉兴职业技术
学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持续推进“四川宜宾职业技
术学院现代纺织技术专业援建协作”等项目的同时，在
嘉兴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办公室、对口支援工作办公
室、农经局等部门的协调指导下，举全校之力，采用“一
院帮扶一县”的方式，在“党建结对”上集中发力，在“智
力帮扶”上全面发力，在“教育帮扶”上主动发力，在“科
技帮扶”上精准发力，在“消费帮扶”上重点发力，打出

“红船领航扶贫”组合拳。
图为授旗出征。

通讯员赵远远 摄影报道

■新华社记者于长洪、任会斌、朱文哲

从湖底干得只剩白碱，到重新注满已超过1个杭州
西湖的水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境内的高原湿地
泊江海子正恢复“海”的容貌。而随着生态逐步向好，远
走他乡13年的“鸟类熊猫”遗鸥，已连续两年成群返回
保护区栖息，数量也成倍增长。

进入5月，鄂尔多斯高原上气温快速回升。站在高
坡上眺望，泊江海子湿地湛蓝的水面，宛若嵌在草原上
的一面镜子，微风吹过，碧波荡漾，成群的鸟儿在水里捕
食嬉戏。“4月上旬冰面刚融化，遗鸥就飞来了。去年来
了800多只，今年有2000多只。”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邢小军握着望远镜，兴奋之情溢
于言表。

遗鸥是20世纪70年代才被认定的新物种，因发现
晚而得名。由于数量少、分布区域小，被我国定为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2000年，遗鸥还被列入世界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

遗鸥冬季在渤海湾一带越冬，春季则飞到我国西北
部和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地干旱荒漠湖泊的湖心岛上
栖息繁衍，对栖息繁殖地极为挑剔。1987年，鸟类专家
在泊江海子湿地发现遗鸥种群，最多时有近1.6万只，占
全球发现量的60%以上，成为当时全球最集中的遗鸥
分布区和繁殖地。

20世纪90年代，泊江海子约有10平方千米水面。
21世纪以来，受降水减少、补水季节河被拦截等影响，
水面迅速萎缩，到2006年，水面仅剩约1平方千米，湖
心岛变为陆地。也是从这一年起，遗鸥连续13年没有
飞回这里。

“水干了，湖底的白碱有三四厘米厚，一起风白茫茫
的，啥鸟能活？”62岁的牧民宋秋莲住在湿地附近，回忆
起干涸时的景象，她连连摇头。

让遗鸥回“家”，必须恢复湿地生态系统。2018年5
月20日，长约24千米的管线工程全线竣工，开始引黄
河水为湿地补水。附近煤矿的疏矸水，经过净化后也注
入湿地。至今，共人工补水1600多万立方米，超过杭州
西湖的水量。

拆除季节河上的11座淤地坝，恢复自然补水；关停
保护区内的旅游、养殖场等设施，减少人类干扰；人工增
补鱼类等水生物，完善食物链……系统治理，正让湿地
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机。

目前，湿地水面已恢复到近8平方千米，平均水深
约1.7米，最深处超过6米，重新形成4座适合遗鸥等鸟
类栖息的湖心岛，水生物也日渐丰富。鄂尔多斯遗鸥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监测数据显示，近两年，有包
括遗鸥在内的80多种禽鸟来此栖息繁殖，特别是秋季，
来湿地栖息的鸟类超过2万只。

宋秋莲挥着鞭子，把靠近保护区缓冲区的几只羊赶
了回来，“不光是水多了、鸟多了，周围的草也越长越好，
放牧省事多了。”

“我们相信，只要持续治理，泊江海子湿地就一定能
重新成为遗鸥栖息繁衍的乐园。”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
原局局长韩玉飞说。

■潘玉毅

作为一个汉字，“留”与其他字比
起来并没有多大的不同。论笔画它不
是最多的，论读音它也不是最复杂的，
但当它被放到特定的语境时，就显得
有些意味深长了。换而言之，是现实
生活里的种种场景赋予了这个字特殊
的含义和温度。

有人说，好与不好，未有比较时察
觉不出来，但是一旦有了比较，差距就
变得明显了。“留”的本义是指停止在
某一个处所或地位上不动，亦有不离
去的意思。由此可知，“留”与“去”相
对。留下或者离开，本是寻常，就像古

人所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
合”。但相比于“去”，“留”要有温度得
多。梁实秋先生曾在文章里这般写
道：“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
风雨，我都去接你。”不是见不得别离
的场景，而是内心里更渴望团聚。

同为选择，留下较之离开无疑来得
更有人情味。当一家公司遭遇危机、面
临倒闭的时候，有的人选择明哲保身，
另谋高就。有的人则是不离不弃，选择
与公司共渡难关。在没有是是非非的
前提下，前者的去让人有些难受，而后
者的留则给人一种患难见真情的感觉。

不惟公司与员工之间是这样，陌
生人之间的“留”亦是如此。我闲时偶

尔写稿投稿，有时有回复，有时无回
复。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现在写稿子
的人有很多，编辑难以一一阅览，更不
要说回复了。这就好像有人一天打成
百上千个电话给你，你多半也会感到
崩溃。不过，当稿子过审的时候，一些
好脾气的编辑还是会努力知会于你，
常见的答复便是两个字——留用。虽
是只言片语，于一个投稿者而言，已是
十足的温暖了。

而在日常，“留”字带给人的温暖更
是随处可见。早上起来，妻子已去上
班，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记得吃早
饭，蒸锅里给你留了你爱吃的包子。”寥
寥数语，却让人不由得心头一热，即使

生活、工作的压力再大，你也会觉得自
己有使不完的力量。甚至有时候，“留”
字带给人的力量与感动都不需要言
说。譬如你因为加班，回家晚了许多。
妻子已经睡了，但锅里留了饭菜，屋里
留了灯，房间里留了门，让你觉得始终
有一个人在等着你回来。

这样的“留”，想来不论是谁，都会
觉得深情而难忘吧。

古时，社区是街坊四邻。“六尺巷”的故事告
诉人们，邻里情分贵在礼让和睦；

今天，社区是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人们畅
想智能化的未来社区场景，是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无论历史的车轮驶向何方，人始终是构成社
区最活跃的因素，近邻情谊是人的社交和感情，
城市管理需要人的共建共享——这些正是杭州
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工作的灵魂。

根据《杭州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四年行

动计划（2019~2022年）》，杭州市计划至2022
年改造950个小区，“政府主导、居民主体、多方
参与”，共建共享新社区。近日，记者走进杭州几
个社区，探访旧城改造这个民生工程背后居民共
建的故事。

“我的家园我做主”
——杭州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共建共享幸福社区纪实

红船领航扶贫

泊江干涸复成“海”
遗鸥飞去又飞回

温暖，只需一个“留”字

去年8月的一天，家住小天竺社区
的王美华阿姨在阳台晾衣服，彼时，社
区旧城改造工作启动一月有余，王美
华家所在的样板楼已成型。这时，“滴
答滴答滴答”有水滴不停地顺着雨棚
而下，落到她的手背和刚洗好的衣服
上。

“奇怪了，新搭建的雨棚，难不成
漏水？”心里犯着嘀咕的王阿姨仰头向
上看，原来是楼上也晾出刚洗好的衣
服，由于雨棚的坡度过于平缓，导致积
水从边缘流回来。

“晾个衣服就这样，要是下大雨还

了得？”王阿姨立即向社区提出了这个
问题。社区设计团队闻言立即考察现
场，根据楼房实际情况做出改良。

“花架材料太重，建议换成铝合
金。”

“从图纸看，电瓶车棚的高度会挡
住旁边一楼视野。”

“报箱最下面一层太低了，老年人
弯个腰麻烦得很。”

……
王阿姨管老伴倪大爷叫“挑剔

鬼”，这位退休的机械工程师对数字敏
感，整个夏天都在施工现场，对哪里不

合适、哪里要改进直言不讳，宛若监
工。

构想很丰满，生活需实际。居民
共建恰恰是找寻构想和生活之间的平
衡点。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内，距离小天
竺不远的流水东苑社区也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旧城改造。年逾七旬的蔡大爷
每天的日常就是挨栋楼“试门”。

“刚装好的门禁，按键也灵，开关门
速度也快。”蔡大爷正色道，“不过快未
必是好事，这里老年人多，步伐慢，跟不
上这个速度啊，而且速度越快，关门声

越重，影响一楼住户。”
蔡大爷从前是杭州汽车发动机厂

的修理工，退休后在社区成立了“老蔡
修工坊”义务服务居民，这次他更是没
闲着，和施工方一起调整了所有楼道
的闭门器，让大家舒心地栖居于此。

居民们说，我们的家园我们做主，
幸福的家园需要每一个人的理解、支
持和参与。

到2022年，杭州要改造950个小
区，“政府主导、居民主体、多方参与”，
杭州提供了一个通过旧城改造提升居
民幸福感、获得感的样本。

老旧小区改造，改造的是环境，凝
聚的是人心。

“旧城改造，居民共建，拉近了我们
和居民间的距离。民生工程不再是我
们‘一头热’，居民变得更有主人翁意
识。”杭州小天竺社区主任刘芳芳称此
为“隐形的财富。”

流水东苑社区党委书记孙鉴明对
此也深有同感。旧城改造中，他邀请约
70位热心居民参与旧改宣传、工程监
督、安全巡逻、民意征询。“他们是我们
向居民延伸的触角。”

鲍师傅就是“触角”之一。
“屋顶的梁都烂了，顶楼漏雨，能不

能全部重新做过？”
“这个空调架真是占地方，晾衣杆

因此缩短了近一半，我家又没空调，能
不能不装？”

……
在流水东苑社区，居民们也许不爱

往社区服务中心跑，但“有事一定找老
鲍”。

几个月的旧城改造中，鲍师傅忙得
像陀螺，一边向大家传达工程进度和情
况，一边把居民的声音传递给社区。

新工社区也有类似的“工作经”。
社区党委书记张银科介绍了他们“我为

‘微更新’献一策活动”。他们首先成立

微更新项目邻里自治组，邀请300余位
居民代表加入工程监督组，参与“微更
新”整治工作会议、参与设计方案制定
修改、参与工程节点验收等全部环节。

新工社区有一条曾经比较脏乱的
背街小巷，经过改造，变成了长300米、
宽6米的宽敞大道，居民们都特别兴
奋，前段时间，居民代表通过投票为这
条路选出了“新工大道”的名字。

“小路变大道，居民见证了这条路
的新生，一起为它取名字，相信以后大
家也会更加珍惜这里的环境。”社区主
任郭子渊说。

夏阿姨和李阿姨是叶青苑小区的

老居民，这个位于杭州拱墅区米市巷街
道红石板社区的小区坐落于京杭大运
河之畔。在旧城改造中，两位热心肠的
阿姨鼓励大家一起参与其中。

“那天，听说地下停车库需要整改，
我们就想着先清扫一下，帮助施工快速
高效推进。”

没多一会，夏阿姨和李阿姨就“召
集”了四十来人，居民一起把车库打扫
得干干净净。

两位阿姨更鼓动大家为工程出一
份力，居民们亲力亲为跑了水务、电力、
燃气等部门，助力社区将基础设施改造
做得更彻底、更得民心。

杭州是一座极具文化底蕴的城
市，除了水光潋滟的西湖，更多的韵味
藏在市井之中。老房子、老建筑、甚至
不知名的断壁残垣都藏着故事和历
史。旧城改造，是以旧换新，更是追根
溯源。

如今走进杭州叶青苑小区，花香
扑鼻而来，草木俯仰生姿，羊肠小道曲
径通幽。

“鉴于叶青苑的地理位置，本次旧
城改造的目标是打造千年古运河畔的
宜居雅舍。”叶青苑所在的红石板社区
党委书记李毅说道。

居住在叶青苑多年的斯宝祥是书
法爱好者，手机相册里都是阳春白雪
的字画。“你看，这是《二十四孝》的字

和配图，怎么样？”斯老伯告诉记者，这
些都是图样，最终都被刻画在小区中
庭的墙面上，与周围古色古香的环境
融为一体。

原来，去年旧城改造的时候，斯老
伯向社区建议在那片原本留白的墙上
刻画一些典故，“老小区老人多，提醒
大家传承尊老敬老的美德，《二十四
孝》最合适！”

与此同时，在杭州流水苑社区内，
一群人正在白墙上作3D彩绘，隐隐可
以看出是火车头的图案。

当年流水苑地块上的艮山门货运
站是一代人的记忆，社区里居民很多
曾从业于此。这幅画是致敬那些为艮
山门货运站奉献青春的人们的。

而出生于杭州新工社区、在此住
了70来年的胡新华大伯最抹不去的记
忆是那顶桥。

这天，他仔细地翻看着一本陈旧
的影集，他要找一座桥的照片。

大伯给我讲了个故事，他说，清乾
隆年间，肖姓商人的儿子得了重病，被
一位方丈所救。肖公感激不尽，捐款
在寺院附近河边造了肖公桥，又称报
恩桥。如今，为保护古桥，肖公桥已经
被挪移到西湖边的柳浪闻莺。但胡大
伯儿时在桥下游泳，长大后在桥上看
烟火，耳濡目染肖公故事的美好回忆
却没有褪色。那时候，他家房子就在
桥边。

“找到了找到了！”胡大伯开心地

拿出照片。这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的
光景，胡大伯的母亲坐在家门口莞尔
一笑，背景正是肖公桥。他赶快把照
片送到社区。

为了寻找社区内的“老底子”的味
道，新工社区向居民征集信息，胡大伯
便拿着母亲的这张照片，讲述了这座
他记忆里的桥的故事。

如今，新工社区已经在桥原址
建了一座缩小版的肖公桥，常有儿
童嬉戏此间，更有人特意赶过来合
影。

“离开这里几十年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都不记得哪是哪了。”一位过客
站在桥边感慨，“直到看到这座桥，我
才记起外婆家的位置。”

旧人，故景，老底子

居民总动员

构想，与生活的平衡

六五环境日特别报道

■记者程雪

小天竺社区新颜。 流水苑社区3D彩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