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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妇联人

“居民大半夜敲门让我去
调解”

3 月 26 日，向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说起 29 年前的那个选择，

谷庚秀依然印象深刻——当时

朋友都劝她 ：“哪有小姑娘去社

区工作的？那都是姐姐辈、阿姨

辈的工作。”但谷庚秀思虑再三，

还是选择了进社区 ：“我爸爸和

姐姐都在街道工作，以后工作碰

到问题还能请他们指导。”

兴致勃勃的谷庚秀带着向往

来到了郴州市北湖区下湄桥街道

金桥社区，成为了一名计生干部。

金桥社区是一个“农转非”

社区，由 4 个小组组成。“除了

自己的日常工作外，我还要负责

调解工作，今天这家婆媳吵架，

明天那家兄弟闹矛盾，我都要去，

工作还是挺繁琐的。”谷庚秀说，

刚开始工作那半年，她经常有不

想上班的冲动，甚至想到深圳或

广州去闯一闯。这时，是她的父

母鼓励她“再坚持一下”。

这一次的坚持，让她咂摸出

了社区工作的滋味，也让社区工

作成为了她一生的事业。

一晃十年过去，谷庚秀靠自

己的用心细致、热心爱心赢得了

居民的信任，大家亲切地称呼她

为“秀丫头”，“有时候居民闹矛盾，

还会大半夜敲门让我过去调解”。

于是，在原社区党总支书记

退休后，谷庚秀接任。

从计生专干到社区书记，谷

庚秀坦言“压力更大了”。

在 2002 年“8·8” 洪 灾 时，

她带头奋战在抗洪一线，带领

同事们转移受灾群众，“七过家

门而不入”。由于抢救及时，辖

区内无一伤亡。

2003 年至 2006 年，金桥社

区里的纺织厂、内衣厂等多家企

业改制，不少人都下岗了。“最多

的时候，社区里有 2000 多名下

岗职工。”谷庚秀说，“下岗潮”

让社区变得很不平静，“有一次，

这些职工连着闹了四五天，前前

后后大概有几百人，堵车间、堵

工厂负责人的门”。

谷庚秀告诉记者，在市、区

两级出面协调后，社区确定了三

个解决方法 :“快到退休年龄的，

我们出面找劳动局出具相关证

明，给他们办理退休手续。年纪

轻的工人，我们与工厂负责人协

商，争取返聘。有人想去做生意

的，我们帮忙申请贷款。”一场

风波就这样被平息。

天天上门“磨”动“钉子户”
近年来，棚户区改造和征地

拆迁是金桥社区最重要的工作。

谷庚秀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多

年前调解下岗职工的状况。

“之前居民棚改的意愿很高，

但当棚改政策下来之后，大家

就 有了各种想法。”谷庚 秀说，

他们在棚改地区设置了一个指挥

部，每天下了班就去和居民“磨

嘴皮子”。但 最 开始的一 个月，

棚改工作没有任何进展。“还有

旗帜飞扬·巾帼力量 社区“秀丫头”，七过家门而不入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供图：受访者

19 岁时，当你面临这样两个工作机会，你会怎么选？
一个是娱乐中心的副经理，一个是社区的计生干部。
一个是见识大城市的花花世界，一个是与“家长里短”为伴。
19 岁的郴州姑娘谷庚秀也曾想去大城市闯一闯，但最终她选择了后者，与“婆婆妈妈”

为伍，调解家庭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一干就是 29 年。
现在，谷庚秀是郴州市北湖区下湄桥街道金桥社区党总支书记，并刚刚获得了 2018

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一人任三职
“我们村是一个自然村，有

1360 人，320 户，12 个村民小组。”

别看孙宝林对村里的基本信息张

口就来，当初村里人希望她回去

当村官时，她可是犹豫了好久。

今 年 37 岁的孙宝林来自湖

北省孝感市，嫁到宁远后又在广

东工作了近 7 年。为了陪伴两个

孩子上学，她最终回到宁远县城

找了一份收银工作，“小孩的学

校离我工作的地方不远，我在附

近租了一间房，当时没有想过要

回到村里去”。

上任两年，她让村里的贫困户全“摘帽”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供图：受访者

“ 这 两 天下大 雨，
导致村里的一幢老旧
空心房倒塌。我们正
商量如何劝说户主同
意把房子拆了，以免
引起严重后果。”3 月
26 日，永州市宁远县
文庙街道株木山村村
支书、妇联主席孙宝
林接到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的电话时，正
在为村民的家事操心。

履职两年来，“爱
操心”的孙宝林已经
帮助村里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

居民说，如果谁签了协议，就要

去找那户人家的麻烦。”经过一

番思考，谷庚秀改变了工作方法：

“思想工作继续做，但签约地点

从指挥部换到了社区办公室，这

样很多想签约又有顾虑的人就

愿意来签了。”再加上广泛的政

策宣传和及时解决居民提出的各

种问题，棚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也有几户‘钉子户’，我们从家

属开始突破，天天上门‘磨’他们，

最终解决了问题。”

金桥社区曾是下湄桥街道最

大、最复杂的一个社区，流动人

口多、下岗工人和改制企业多，

工作任务重、难度大。但在谷庚

秀的领导下，金桥社区获得了湖

南省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全市

创建和谐社区居委会、平安社

区等区级以上荣誉共计 20 余项，

她本人也先后被评为北湖区优秀

共产党员、禁毒工作先进个人、

湖南省优秀社区工作者等。

在社区工作是没日没夜的，

从不喜欢到适应再到喜欢，谷庚

秀已经坚持了 29 年。其间，她

生了女儿，刚出月子就出去工作，

后来因丈夫的不理解而离婚；后

又经历了脑膜瘤的病痛折磨。

为何能坚持这么久？谷庚秀

说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看到

居民感动、感激的样子，我特别

有成就感，我喜欢这种成就感。”

她说，还有很多社区工作人员跟

她一样，一直坚持在基层为居民

服务，“我并不孤独”。 

2017 年，村里换届选举，有

人提议让她回来当村支书。

“我当时是不愿意的。”孙宝

林坦言，她听说村里的事情又多

又杂，很担心自己做不好。

最后，在丈夫和婆婆的劝说

下，她辞职回村，参加换届选举。

“我老公就说，回到村里，一家

人就都在一起了。”

2017 年 4 月，孙宝林当选为

村里的新一任支部书记和妇联主

席，由于村主任一职还没有人担

任，孙宝林目前还兼着村主任的

工作。

细心周到助脱贫
“2017 年，村里有 11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共 36 人。”孙宝林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我经

常去贫困户家里，看看他们有什

么需要，和他们聊聊天”。

上任后的孙宝林心态调整得

很快，为了帮助村里的贫困户脱

贫，她一边了解贫困户家里的情

况，一边密切关注县城一些工厂

的用人需求，“只要有合适的岗

位，我就推荐人去”。

李荣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和低保户，他年轻的时候因伤

致残，在床上躺了 20 多年，妻

子又患有腰椎盘突出，无法做重

活。而且夫妻俩的感情也不太好，

妻子常常在外不愿回家。

“刚开始，我看他们家的房

子十分老旧，比较危险。”孙宝

林说，刚好危房改建政策下来，

她就劝说李荣拆掉旧房建新房。

谁知，李荣却拒绝了，“因为建新

房子要自己出一部分钱，他拿不

出来”。为了帮助李荣，孙宝林

号召村干部借钱给李荣。

在李荣的新房建好后，孙宝

林根据他妻子的情况，请自己的

朋友为她在县城一家工厂找了一

份合适的工作。“现在，李荣的

家庭情况在慢慢变好，夫妻感情

也逐渐变好，他老婆一有空闲就

会回家照顾他。”

建档立卡贫困户李高一家

也非常感谢孙宝林。李高因为

中风导致身体半边瘫痪，妻子

有 智 力 障 碍， 女 儿 已 经 出 嫁，

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就是儿子李

牧。李牧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

陪着李高到县人民医院检查身

体，然后就近打零工补贴家用。

“我已经帮他找了鞋厂、电子厂

的工作了。”孙宝林说，由于经

常请假，李牧的每一份工作都

干不长久，但每一次他需要找

工作的时候，她都会去拜托朋

友帮忙。孙宝林还将村里护河

员的工作安排给了李牧，“这样

每年还会有一点额外收入”。今

年春节过后，李牧告诉孙宝林，

他计划去学习一门技术，“他说

这样可以找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工资也可以高一点”。

在孙宝林的努力下，村里的

1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都有了工

作，如今已经全部脱贫。

此外，孙宝林还特别注重乡

村环境保护，“在县里下达‘三清

一拆一改’要求之前，我看到别

的省份已经开始行动，觉得是

件好事，便号召村里开始行动。”

因为快人一步，株木山村被评为

了宁远县“卫生清洁示范村”。

（为保护隐私，除孙宝林外
其余均系化名）

孙宝林（右二）在指导村干部填写贫困户的相关表格。

从 19 岁到 48 岁，谷庚秀在社区一干就是 29 年。

扫 一 扫，
为全 国三
八红 旗手
转发

扫 一 扫，
为 优 秀 村
干部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