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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乡村振兴历史机遇 努力打造生态宜居家园
闵行区浦江镇东风村多措并举创建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饮水思源———跃丰水塔往事

始终依靠群众 筑牢战疫堡垒
崇明区竖新镇竖南村打通疫情期间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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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中特殊的“战友”情

当你驱车或者漫步在凌空北路

到跃丰路的这段路上， 向东眺望，就

会发现一座高耸入云、别具一格的建

筑物———水塔。 它是极具时代感、曾

经令人羡慕的一方地标。

这座水塔由川沙县合庆公社跃

丰大队（今浦东新区合庆镇跃丰村）

建于 1983年。上世纪 60年代中期以

前，当地群众习惯饮用河水，之后提

倡饮用井水。 随着工业化进程，一些

地区的井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1975 年，在合庆水闸河南岸，开挖深

井，办起了合庆第一家自来水厂（县

办），但杯水车薪。

此时，跃丰大队脱颖而出，异军

突起。在村党支部带领下，1970年开始办厂的跃

丰大队企业办得红红火火，到 1982 年，因上交

国家利税多而在川沙县名声鹊起。 除上交外，大

队在信用社尚有一笔数额可观的存款。 于是，大

队领导班子决定：办自来水厂，全部由大队投资，

不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

据《川沙县志》和《合庆镇志》记，村办水厂，

跃丰在合庆境内独占鳌头，而且在当时川沙县境

内属于较早的一批。

跃丰水塔高 30 余米， 圆柱底直径约 5 米，

主要用红砖砌成，共六层。一层开大门，内有过滤

器，对水进行净化处理。二至五层开钢窗，内有两

根粗大的金属管，北边一根推水向上，南边一根

流水向下。六层是蓄水池，圆筒形，直径大于下几

层，宛若戴了一顶帽子。水池周边装有护卫栏杆，

北边装有避雷针。 水塔东北侧沈沙港支港畔，建

造泵房，房子内设有抽水泵，水泵的吸水管伸入

河中。 塔身内安装螺旋形扶梯，泵房内有人昼夜

值班。

水塔运用了大气压连通器原理和液体压强

原理，在相同的气压状态下，如果水管底部是连

通的，那么两个管口的水平面就会保持一样的高

度。 用户的水龙头低于水塔蓄水池的高度，所以

水产生了压力，一拧水龙头水就哗哗流淌。

跃丰水塔独特的魅力在于不凿深井，而是从

碧波荡漾的沈沙港取水。沈沙港是一条著名的古

河道，西接黄浦江，东通大海，活水源源不断，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既节省成本，更重要的是

还避免了因大量使用井水而造成地面沉降。

当跃丰人有一拧就淌的自来水时，附近的农

民依旧一手拿绳子，一手拎吊桶，低头弯腰，吃力

地打井水。因此，大家对跃丰人羡慕不已。姑娘找

对象，优先考虑的是跃丰人。 跃丰的姑娘出嫁到

他村，户口也不愿迁走。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沈沙港畔水塔昂，嫁女要嫁跃丰郎。只为结缘自

来水，宅村变成养人场。 ”

跃丰人以拥有雄伟的水塔而自豪。 但是，潮

起潮落， 星转斗移。 水塔的不足和缺陷逐渐暴

露：造价高、保养难、制水少、出水压力无法控

制，因而效率低，难以推广，远远不能满足广大

群众的生活用水需求。 于是，无塔式供水系统应

运而生。 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浦东新区普及无

塔式供水系统，跃丰水塔停止提供生活用水，改

为提供工业用水，直到跃丰水塔光荣退役，泵房

拆除。

跃丰人民对自己的水塔怀着深厚的感情，像

不忘父母养育之恩一样不忘水塔供水之恩，像尊

重老人一样尊重历史建筑。 如今，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完成使命而退役的水塔周边已经建设了绿

化小景，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怀旧地标。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

如果说医护人员是冲锋在前的“急

先锋”，那么基层干部便是安定后

方的“后勤兵”，基层是治理体系的

“大底盘”，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

里”。

疫情以来， 竖南村始终秉持

“抗击疫情为了人民，也必须依靠人

民”的理念，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从

严从紧落细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努

力打通疫情期间为民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

闻令而动

组好硬核“后援团”

疫情来临之初，村

委及时排摸村实有人

口、可用志愿者、可用

物资等情况，为可能开展的全员核

酸、隔离封控等做好应急预案。 根

据预案提前储备防疫物资，做到了

底数清、情况明、物资全，为后期疫

情防控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当好宣传员 核酸疫苗齐推进

随着疫情形势收紧，村里接到

防疫指示后，村干部连夜对村实有

人口进行信息排摸，收集、归类、汇

总、统计。 后续通过设计小程序问

卷形式，往来人员扫码登记，提高

了摸排的效率，实时掌握本村村民

人员流动情况，为后续管控期间核

酸检测、 发放物资等打下坚实基

础，信息统计不留一丝遗漏，也就

是不为病毒扩散留下一丝可能。

在防控的同时，也不忘新冠疫

苗接种的重要任务。村干部和小队

长们挨家挨户上门宣传，让老年人

了解到疫苗的安全性、接种的有效

性和必要性，在了解情况、主动自

愿的基础上， 做到了精准动员、有

效动员，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主动服务 当好纾困“贴心人”

居家管控期间， 居民用药配

药、看病、婴幼儿奶粉等问题刻不

容缓，村文明实践站化身竖南便民

超市、便民药房、便民种子铺、农资

铺，疫情期间始终在线。 从帮村民

代配药，代买秧苗、种子、化肥、饲

料，代购生活物资，代配液化气，到

帮村民代卖自种蔬菜， 村民有需

求，村委有响应。

疾风劲草见忠诚 推动落实勇担当

竖南村村委把这场对抗病毒

的战役，作为自身理想信念的一次

大考，就是这样一群普通的村委干

部，他们没有豪言壮语，默默地守

护着全村百姓，和下沉干部、党员、

志愿者们共同努力， 同心抗疫、为

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始

终以最饱满的工作热情、最坚实的

工作担当面对挑战，直至完全打赢

这场大上海防疫攻坚战!

今年 6 月 26 日是第 35 个国际禁毒

日。金山区朱泾镇围绕“全民禁毒宣传月”开

展线上《禁毒微课堂》、学习《上海市禁毒条

例》、禁种铲毒踏查等，进一步扩大禁毒知识

宣传范围，营造全民参与禁毒浓厚氛围。

为预防教育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近日，朱泾镇禁毒办开展

线上《禁毒微课堂》，禁毒社工黄珉负责主讲。

微课堂围绕毒品知识、个人防毒技巧、

戒毒案例、禁毒小游戏、禁毒公益广告等展

开。 通过微课堂学习，一方面使学生们认识

到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进

一步提高个人抵御毒品能力； 另一方面在

学生们心中构筑起一道禁毒防线，让社会、

学校、家庭三者共同携手，关爱未成人、自

觉抵制毒品，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为推动毒品问题整治工作常态化、制

度化、规范化，有效治理毒品问题，做好禁

毒防范工作，朱泾镇禁毒办组织签订《禁毒

责任书》工作，主要围绕各村（居）、物流快

递网点、休闲娱乐场所等开展防范工作。

通过签订责任书， 明确第一责任人，严

格落实工作责任制，全方位多角度加强禁毒

宣传教育，切实提高人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

能力，遏制毒品对人民群众的危害，确保禁毒工作落实

到位，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6月 9日、10日，朱泾镇组织各村（居）在辖区宣传

栏、电梯、寄递物流企业、商超、菜场等地张贴禁毒宣传

海报，组织学习《上海市禁毒条例》，推动广大群众掌握

禁毒知识，并积极引导群众共同参与到禁毒工作中来。

为切实做好朱泾镇禁种铲毒工作，进一步巩固禁种

铲毒工作成果，努力实现“零种植”、确保实现“零产量”

工作目标，提升广大群众禁种意识，朱泾镇禁毒办组织

社区民警、禁毒社工、村（居）治保主任、综治社保队员、

禁毒志愿者等力量分时分段开展禁种铲毒踏查行动。

踏查行动开展至今，未在辖区内发现有毒品原植

物种植情况， 从源头

上杜绝了毒品违法犯

罪行为的发生， 营造

了“种毒违法、种毒必

铲、种毒必究”的良好

舆论氛围。

3 月 24 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

部发出致全市共产党员的一封信，

号召全市党员带头亮明党员身份、

落实“双报到”要求，主动到对口联

系或所在社区参加防疫工作。

自从 4 月以来， 上南公交二分

公司党员赵苏民所在的东盛居委小

区负责人因为不堪重负累倒了，导

致群龙无首，为缓解防疫一线压力，

赵苏民主动请缨， 迅速组建起了一

支由党员组成的队伍。在这支“家园

护卫队”的带动下，居民各自发挥所

长，为小区内的抗疫、防疫工作贡献

力量，让党旗在防疫一线高高飘扬。

赵苏民所在的小区属于典型的

老龄化小区，其中不少是租户，这都

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在

赵苏民的带领下，小区在封控期间，

不断优化配送流程：进门、运输、核

验、消杀、送货上门……抓好各个环

节。小区里年迈的老人听力有障碍，

但每次党员志愿者们都耐心敲门耐

心等候，没有丝毫怨言。“因为一直

爬楼，赵苏民的膝盖旧伤复发，贴着

膏药也坚持上门。 ”党员志愿者们的

付出， 社区里的老人们也都看在眼

里。当 93岁高龄的老人对党员志愿

者们竖起大拇指， 当居民们道一声

“辛苦了”，这一刻，赵苏民觉得一切

都值得的。

面对上海本轮新冠肺炎疫情的

严峻形势， 上南公交二分公司的党

员、积极分子以及群众冲锋在前，齐

心抗疫，践行着“服务大众”的初心

使命，以实际行动，共筑上海疫情防

控的铜墙铁壁！

近日， 新场镇东

城第二居民区（以下

简称“东城二居”）的

书记陈佳丽来到新场

城管中队， 对疫情期

间中队队员们在东城

第二居民区支援中的付出与努

力表示感谢，并为中队送上了锦

旗。新场城管中队队长吴卫华也

表示：感谢社区在抗疫期间对中

队的信任与支持，这是在抗疫工

作中收获的特殊友谊。

这要从抗疫工作进行到 4

月时说起，中队接到了镇政府统

筹任务———前往因疫情导致人

员紧缺的东城二居社区进行支

援工作。中队立即将分散在各处

支援的队员召集起来，重新调整

安排，在保障核酸样本转运小队

日常工作的前提

下， 将大部分队员

派去东城二居进行

支援。

中队要求队员

们全面发挥中队团

队优势，听从社区安排，全力配

合东城二居社区的抗疫工作。在

与东城二居社区全体人员的相

互配合下，东城二居的疫情逐渐

平稳最终清零。

这一次的支援工作让东城

二居社区和新场城管中队产生

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同时也是

为守护城市安全的“同袍”情谊，

是互相尊重敬佩的“知己”情谊。

我们也会将这份难得的情谊延

续，共同为今后的群众安全做好

防疫防控工作。

让党旗在抗疫第一线高高飘扬
———这个小区的党员组建了一支“家园护卫队”

近年来， 浦江镇东风村紧抓乡村振兴国家战

略历史机遇，在区、镇党委、政府关心和支持下，以

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为使命，通过改

善农村生态环境擦亮底色、 发展农村生态经济激

发活力， 日益繁荣农村生态文化丰富内涵，“村容

村貌整洁、生态环境优美、资源节约利用、公共服

务健全、 生态文化繁荣” 的美丽乡村雏形初步显

现。

完善村庄建设规划 明晰乡村振兴路径

村“两委”班子带领村民以“建设幸福村宅、打

造美丽东风”为目标，着力推进美丽家园、绿色田

园、幸福乐园的“三园”工程，全力保留“乡村原生

态”。 同时，聚焦不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加快发展

农村生态经济和日益繁荣农村生态文化这“三部

曲”，描摹未来规划愿景。

完善基础设施布局 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美丽乡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重要物质

基础和实现农业产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必要条件，东风村根据“四好农村路”建设标

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

民生活环境得到质的提升。

筑牢生态环境屏障 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东风村致力于净化水系环境、 提增绿化建设

和加大污染治理，现如今基本实现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治理目标，植被覆盖率在原有基础上大

幅度增加，还变革了生产生活方式。

改善村容村貌品质 绘就乡村振兴画卷

东风村结合人居环境“百日行动”，加大村庄

公共空间整治力度；村委多方协调联动，集中整治

架空线乱象，提升村容村貌空间视觉感受，获得广

大村民认可。

提升乡村产业能级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东风村盘活现有存量资源，优化村级经济产业

能级，建立村民增收新模式，打造东风村第一产业的

特色品牌。 村级可支配收入 960万元 /年，2021年

有 300多万元结余，为村委会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

境提升、村民福利发放等提供经济上有力保证。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护航乡村振兴巨轮

健全法制建设，保护好社会治理的“叶”，东风

村通过“平安议事会”机制，形成‘问与说、理与议、

办与评’的闭环流程；健全自治制度，维护好村级治

理的“干”，制定和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

务管理公开制度等规章，并成立村务监督小组。

厚植乡村文化根脉 丰富乡村振兴内涵

东风村传承红色历史，开展红色教育，守护乡

村文化根脉；崇尚实干新风，积极探索“专业照护 +

生活互助”的农村养老新路；丰富群众文娱，通过各

类活动创造和谐、喜庆氛围，提振精神文明风貌。

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巩固乡村振兴成果

东风村建立了以党总支书记为组长，“两委”

班子、村民组长为组员、村民全员参与的工作新格

局；深化 16支党群志愿者服务队，根据队员特长

和技能，组建包括环境整治、宣传教育、简易维修、

法律援助、安全巡逻等志愿分队。

展望未来，充满信心。 东风村“两委”班子及全

体工作人员将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带领全体党员

和村民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向着实现“天更蓝、

水更清、树更绿、花更香、景更美”的目标奋勇前

进，努力把东风村打造成旭日“东”升、意气“风”发

的生态宜居型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