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
句话对九江上西村“两委”干部
关庆昌而言，不仅是一个承诺，
更是行为准则。

2009 年，他进入上西村委
会工作，从部队文书到行政服务
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再到“两委”
干部，身份在变，为民的初心不
变。坚持发挥志愿引导作用，在
群众参与上做加法，写好基层善
治文章……关庆昌扎实跟进“百
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各项工作，
在他的推动下，上西村的志愿者
人数不断增加，占村内户籍人口
比例从不足0.8%上升至10%，
上西村也连续多年获评南海区最
美志愿服务村、南海区最佳志愿
服务组织，2023年更获评广东
省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单位。

九江上西村“两委”干部关庆昌：

志愿者“大总管”凝聚力量有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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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德叔围挡了鱼塘，镇城

管要求拆除围挡，你看看怎样处

理？”“项目工地旁有棵大榕树，

要不要砍？”……5分钟，关庆昌

就接听了7通电话。“早习惯了。”

他笑着说，基层工作就是“上面

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每一件

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必须用心

用情用力做好。”在军营里摸爬

滚打的两年，培养了关庆昌积极

向上、一心为民的品质。

依托九江镇“1258”基层治

理创新工作法，2015年，上西村

建立了街坊会，不断扩大“党员+
社工+义工”党群志愿服务队。

作为街坊会一员，关庆昌遇过不

少“烫手山芋”。“邻里间以和为

贵，社区才能和谐稳定。”他说，

作为村的“两委”干部，调解居民

间的矛盾是他的职责。

曾经有两户相邻的居民，因

为屋檐漏水问题产生很大矛盾，

积怨数年之久，后来更因为鸡毛

蒜皮的小事闹得左邻右舍也不

安宁。关庆昌和志愿者一起深

入走访，了解具体情况。

了解到双方矛盾“症结”后，

关庆昌带领街坊会志愿者组成

“攻坚”团队，组织相关户主召开

协调会议，从法、理、情等角度，

苦口婆心对矛盾双方进行“攻

心”劝导。经过多次耐心调解，

最终漏水方愿意加装接水管，矛

盾化解，也解决了左邻右舍的烦

心事，促进村的和谐发展。

“村干部直接面对群众，一

言一行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从事基层工作15年，关庆

昌从来不忘为民初心，协助解决

邻里间的小纠纷、小矛盾，助力

上西村构建起共谋共建的善治

格局。

“庆昌一步一个脚印把职责

内的事情做到最好，打下了坚实

的群众基础，也收获了口碑。”同

事曾秀环说，关庆昌在工作时处

处彰显着“严于律己、不计得失”

的军人本色。

村居“和事佬”善解村民矛盾纠纷

关庆昌在上西村委会分管团

委、河涌管理、社会组织与管理等工

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要把每件事理顺、做好，很有挑战

性，要有坚韧的性格和开阔的思

路。”得益于部队文书的经历，关庆

昌养成了有条理、善归纳、肯思考、

勤动手的工作习惯，这也让他在新

角色下快速成长为“六边形战士”，

从容应对各种“疑难杂症”。

“组织策划、活动主持、培训志

愿服务队等，他都行。”说起关庆

昌的技能，上西村委会工作人员

冯靖雯连连称赞，“他是很靠谱的

队友”。面对称赞，关庆昌笑笑

说：“提升技能，也是为了更好地

服务群众。”

此外，关庆昌还坚持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每月不定期组织开展政

策宣讲、志愿服务、文体比赛、街长

巷长问题反馈座谈会等活动，发动

群众参与和美大使、社区美容师、美

丽庭院等评选活动，大力宣传上西

村的治理成果。

2023年，上西村举办“千人万

围”龙船饭活动，筵开800席。“关

庆昌承担起策划重任，全流程跟进

活动，事后还进行了复盘。”曾秀环

说，此次活动深受群众喜欢，既弘扬

了中华传统文化，又拉近了邻里间

的距离，令上西村“创熟”工作更上

一层楼。

活动“全能手”策划主持都在行

志愿服务常被称为“温暖人间

的最美风景”，近年来，南海高度重

视和发挥志愿服务的力量，赋能基

层治理。经过15年的培育和发展，

上西村的志愿者人数从2010年的

52人发展壮大到现在的600多人，

年龄从5岁至75岁不等，占村内户

籍人口的10%，志愿服务力量的动

能被持续激发。

关庆昌正是上西村600多名

志愿者的“大总管”。近年来，他紧

紧围绕“全民共建，和美上西”志愿

服务品牌，在人居环境整治、“四小

园”建设、环境绿化美化等工作中，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身作则

冲在最前，在志愿者队伍中形成较

强的号召力。

“他全身心投入志愿服务事业，

还带动同事、义工队、居民一起参

与，让志愿精神在上西闪闪发光。”

冯靖雯说。

在关庆昌的带动下，9支志愿

服务队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

增进邻里感情和社区认同感为目

标，在社区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等方

面发光发热。2023年，上西村荣

获南海区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奖、南

海区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奖。

翻看关庆昌的微信朋友圈，被

置顶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标签，

也是他作为上西村委会“两委”干部

一心为民的生动注脚。

志愿“大总管”带动村民齐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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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庆昌工作场景。

九江大力推进绿美乡村建设，水南社区获评省“美丽庭院”村

“院”景美如画 “吸睛”更“吸金”
近日，省妇联、省农业农村厅认定1000户家庭为省

级“美丽庭院”户、50户家庭为省级“美丽庭院”典型户，

认定38个村为省级“美丽庭院”村。其中，南海区九江

镇水南社区获评广东省“美丽庭院”村，水南社区黄喜明

家庭、河清社区潘桂松家庭、北村社区何世棠家庭获评

广东省“美丽庭院”户。

这是党建引领下乡村绿化工作的深度实践与生动

展现。近年来，九江镇深入贯彻落实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部署，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在绿美乡村建设

中的作用，以“美丽庭院”建设为契机，创新绿美思路和

布局，打造开门见景、推窗见绿的绿美乡村。

漫步在九江镇水南社区，可

见绿树成荫，庄元经济社入口有

一间别致小院，这是庄元环境优

化后进驻的第一间工作室。该

工作室的主理人是九江镇庭院

美化师黄喜明，她正是被“童梦

庄园”唤起了回忆，便租下这间

闲置老宅，并进行美学改造，打

造了庄元第一间“诗意栖居”。

说起回村改造小院的初衷，

黄喜明说，是因为自己喜欢乡村

美丽幽静的环境，更源于父亲的

带动。原来，黄喜明的父亲是一

位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平时

喜欢种花、打理自家的小庭院，

也经常参与社区的人居环境志

愿服务。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

黄喜明也深深爱上了种花。

“社区很支持我们打造‘美

丽庭院’，经常会组织沙龙活动，

让我们坐在一起分享各自的经

验。”黄喜明说。

黄喜明家庭所在的水南社

区，也获得广东省“最美庭院”村

的荣誉。“相较于大规模绿化，

‘美丽庭院’建设更需要群众主

动参与。”水南社区党委书记何

文杰表示，水南社区党委以“党

建+美学”为引领，深入实施乡村

美学复兴计划，成立乡村美学研

习社。庄元经济社就是其中一

个生动的体现。

为此，水南社区积极发挥三

级党建网格作用，由支部书记、

党员干部带领妇女、居民代表等

群体，挨家挨户发动居民改造闲

置旧屋。在社区党委的带领和

在地美学人才的加持下，涌现出

不少鲜活案例，如庄元经济社支

部书记黄伟坚组建志愿服务队

伍，负责庭院的日常管护；党员

黄文斌主动腾出自家老宅，改造

为“乡村美学研学社”；村民胡婆

婆每天带着小朋友义务给巷道

的植物浇水……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庄元

经济社改造提升旧房21间，并

打造至遇小院、童梦画室等具有

经济效益的庭院7间，形成了“美

丽庭院+美丽经济”的良好格局。

“党建+美学”引领
实施乡村美学复兴计划

早在2022年，九江镇就启

动“美丽庭院”建设工作，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以“小美庭院”推动“大美乡村”建

设。

“为进一步深化创建工作，我

们采取了‘六个一’模式，组建了庭

院美化师队伍，成立‘美+工作室’，

庭院美化师深入村（居）分享花草

养护、庭院改造经验，提升居民创

建‘美丽庭院’的水平。”九江镇党

委委员、妇联主席杨阳介绍道。

在探索创建“美丽庭院”的过

程中，不少党员干部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从自家庭院做起，积极传

播乡村美学理念，营造“自己家园

自己建”的良好氛围。

“作为一名党员，希望能带动

大家一起扮靓家园、追求美好生

活。”九江镇庭院美化师队队长梁

秀容说。自队伍成立以来，梁秀

容积极带领26名庭院美化师深

入片区、各村（社区）开展“庭院微

课堂”“九江花事”等活动40多

场，发动1000多户家庭参与创

建“美丽庭院”行动。

在北村社区，何世棠的庭院

不仅是星级庭院，更是村民休憩

打卡的美学空间。何世棠是北村

社区五约经济社支部书记，平时

积极参与家乡的各项公益事业。

在他的带领下，经济社干部一呼

百应，成立经济社党群志愿服务

队伍，参与人居环境等志愿服务，

推动经济社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现在社区环境越来越好了，

我也想为社区建设出点力。”平时

喜好种植花花草草的何世棠，也

顺势加入“美丽庭院”建设队伍，

助力社区打造特色精品路线。

河清社区潘桂松一家也喜欢

栽花植绿。“起初很多村民都觉得

学种花种草没什么用，于是我们

将自己养的植物分享给他们，邀

请他们参与体验，渐渐地，大家建

设‘美丽庭院’的积极性都提高

了。”潘桂松说。

在九江，像何世棠、潘桂松家

庭这样打造的“美丽庭院”还有很

多，成为社区里一道道亮丽的风

景线。

如今，九江镇共创建广东省

“美丽庭院”7户，佛山市“美丽庭

院”7户，镇级“美丽庭院”1459
户，推动了“一户一景、一村一品”

庭院生态美、发展美、风尚美的融

合发展。

党员干部作表率 打造美丽“院”景

联动各类业态
发掘“庭院+”无限可能

在璜矶社区，“鹭舍”民宿是一个

精致庭院。“我们筹备了近两年，看着

自己一手打造的庭院，特别有成就

感。”“鹭舍”民宿主理人Josephine
是一名旅澳青年，看到家乡的发展，

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回乡投资建

设民宿，“我觉得家乡有优美的环境、

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很高的文旅价

值。”

今年5月1日，“鹭舍”对外开放，

别致的庭院吸引了不少游客订房体

验。Josephine说：“我们利用了村

的资源，也为村里引流、带动了村民

就业，实现了‘双赢’。”同时，民宿联

动露营、团建、研学等各类业态，开辟

了多元化消费场景，催生出“庭院经

济”，“鹭舍”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共富

庭院”。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妇女参

与到装扮“美丽庭院”中来，并融合教

育、经济等元素，推动“美丽庭院”多

元化发展，为乡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

力。

“美丽庭院的魅力远不止于赏心

悦目。”杨阳说，希望通过“美丽庭院”

建设，让更多群众从自身家庭做起，

塑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弘扬文明家

风，同时积极参与“百千万工程”、乡

村绿化等行动，共建美好家园。

未来，九江镇将继续深化党建引

领“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巩固美丽庭

院建设成果，持续推进美丽庭院提档

升级，使庭院“方寸地”成为“增收

院”，让庭院既“吸睛”更“吸金”，形成

千户庭院、万家创美的良好局面。

■村民在“美丽庭院”内分享种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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