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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岁序更新。转眼间，2023
年的日历翻到了最后一页，而崭新的
2024正向人们招手。当零点钟声敲响，
当烟花照亮夜空，我们站在了新与旧的
交界，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2023，书写了一个奋进的中国；
2024，寄予着更为高远的梦想。在这美
好的新时代，芳华绽放，梦想生长，满怀
信心的 14 亿人民将托举起一个更加热
烈又可爱的中国。

回顾2023，我们国家，我们吉林，有
着太多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经济稳中求

进，民生持续改善……这一年里，每一个
拼搏的日子都闪闪发光，每一段难忘的
记忆都温润心田，祖国的强大和生活的
美好照进了每一位平凡百姓的日常。

律回春渐，新元肇启。面对新的一
年，从朝阳般的青年到夕阳里的老者，每
个吉林人都有着自己的期许和憧憬。让
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聆听他们
的新年愿景。如果您有啥新年心愿，也
可以跟我们分享！也许，下一期故事的
主角就有您，热线电话：0431-88600536，
电子邮箱：jlrbshxw@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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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佳琪，是一名基层

党务工作人员。今年8月，榆

树市红星乡遭受了严重的洪

涝灾害，作为一名“90后”，能

亲身经历并参与到这场抗洪

救灾和重建工作中，让我内心

受到极大震撼。

在这场洪涝灾害中，我们

红星乡7个村不同程度遭受了

灾害。首次入户时，杂乱无章

的场景让人揪心。看着农户一

边述说一边哭泣的画面，真的

让人揪心难过。在那时，我深

深地感受到，他们需要我们，而

我们，义不容辞。

在灾后重建期间，全体干

部展现的责任感给我极大的震

撼。当时，全体干部取消休假，

吃住在单位，为了尽早恢复群

众的生活，早晚加班加点工

作。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在洪

灾的一线，哪里最困难、哪里最

危险，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

有的同志还因为昼夜连续工作

病倒在一线，更有的人带病坚

持工作。正是有了他们的带

动，让我看到了榜样的力量，并

投身到这场“战斗”中，尽己所

能地为这里受灾的百姓贡献一

份力量。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

下，灾后重建顺利完成。当我

带着激动的心情再次入村时，

看到是村屯面貌一新、庭院整

洁、室内温馨，村民各种物资和

补贴全部发放到位。

对于2024年，我会继续加

强理论学习，扎根基层，服务群

众，把抗洪救灾精神融入日常

工作，认真履职，努力成为一名

合格的年轻基层干部。

（记者 孟凡明）

“90后”基层党务工作者张佳琪：

我叫王忠臣，今年55岁，家

住舒兰市开原镇模范村，是个地

道的“60后”。这些年一直和媳

妇在天津打工，我在工地搞基建，

媳妇打一些零工，生活还过得

去。我有一个女儿已经嫁到哈尔

滨了，家里就一个老妈。

今年8月，俺们老家遭受了

洪灾，住了20多年的房子严重受

损。

当时那情况真是十万火急，

遭灾后也联系不上老妈，真担心

出啥事儿，给我急不行了。后来

村党支部书记给我打电话，说村

里连夜把老人转移到安全地方，

这我才放心。

水一退，我就赶紧带着媳妇

赶回家了，刚到家的时候那可真

是眼前一黑啊，差点没晕过去，家

具、床、彩电啥的都泡完了，不能

用了，还好老妈没事。后来经住

建部门鉴定，我们家房子属于D

级危房，政府要给我们盖个新的。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我们家

就在政府的帮扶下开始张罗盖新

房。经过40天修建，于10月 15

日入住了新房。面积还是76平

方米，两室的，但俺家这屋里可大

不一样了，我和我媳妇这屋是床，

用的是地热；老妈那屋还是火炕，

老人住着也习惯。政府想的是真

周全啊，我太满意了。

过几天，我和媳妇再去一趟

天津，把那边的事处理一下，然后

回家在新房子里过年。这新家，

我是怎么看怎么好，屋里20多摄

氏度也比以前热乎，真舍不得走

啊。明年，我们两口子继续努力

赚钱，希望未来能像家里墙上挂

着的《八骏图》一样，万马奔腾，回

报政府对我们的恩情。

（记者 李婷 张添奥）

“60后”打工人王忠臣：

我是张秀英，长春市宽城区柳

影街道富丰家园小区党支部书记，

从2012年起，我和老伴坚持每周一

在小区广场上举行升国旗仪式，十

余年来不曾间断。冉冉升起的五星

红旗让小区居民团结在一起，共同

建设美好家园。

2023年我们小区又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在街道与社区的帮

助和协调下，小区8栋楼的楼道都

进行了重新粉刷，路面都升级成了

柏油路，停车位也都规划调整了，还

新增了很多便民座椅和小花坛……

居住环境的改善让居民获得了实实

在在的幸福感，从主动认领“责任

田”，到积极参与清雪、种树；从自发

维护小区环境，到主动帮扶困难邻

居……越来越多的居民化身志愿

者，活跃在小区每一个角落，守护大

家的幸福。

我们的邻里中心也升级了，新

增了爱心志愿服务驿站，平时“爱心

理发”“幸福义诊”“便民工具箱”也

都有了阵地。今年小区党支部还积

极举办百家宴、文艺汇演、趣味运动

会、星光电影等活动，让居民生活多

姿多彩。

2024年，我即将迎来自己的80

岁生日，可是我不觉得自己老，我的

心还很年轻，我希望小区党支部力

量继续壮大，为居民提供更多服务，

让我们的家园再美一点、让居民再

幸福一点。

（记者 于悦）

“40后”老党员张秀英：

今年 68 岁的周绍海

是长春市南关区桃源街道

长源社区的老党员，也是

“五老”志愿者和小区楼

栋长。他有一门手艺让社

区的居民们都拍手叫好，

那就是摄影。“2023 年社

区为我们老年人开办了老

年学堂，请了专业的老师

教我们摄影。我参加了8

次课，还跟老师、同学一

起去伊通河边实操，不仅

学会了怎么拍照和摄像，

还学会了不少拍照和修图

的小技巧。”周绍海说。

从“摄影小白”成长

为“资深玩家”，周绍海在

社区里开启了“爱心帮

拍”，在社区举办的趣味

运动会上为孩子们定格

美好瞬间、在“助残日”陪

残疾人游园留影、在“七

一”为荣获“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的老党员拍下

珍贵的纪念照、在重阳节

走家串户为高龄老人拍

下全家福……谈起摄影，

周绍海神采飞扬，拍摄的

每一张照片里的故事，他

都能娓娓道来。

“2023年，我用镜头记

录美好生活、传递正能量，

收获了满满的快乐与成就

感。”周绍海说，新的一年，

他希望学会剪辑、制作视

频，“我要用镜头记录下城

市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记

录下那些‘花钱也买不来的

幸福时光’，为我们的美好

生活留下影像，留下时代的

印记。”

（记者 马贺）

“50后”退休老人周绍海：

我是永吉县双河镇桦皮河村

党支部书记王刚，从3月份村民

拿到上年的分红款，到10月末试

种“肉葫芦”获得成功，2023年，

我们村喜事不断——产业项目越

来越多，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乡

村振兴之路越走越稳，咱村集体

和村民是双丰收！我很高兴，也

很自豪。

前些年，村里种植“肉葫芦”

的很多，但都是一家一户自产自

销，没形成规模。后来因为技术、

销售的问题，种植的人越来越少

了。今年，村里转变了思路，改成

村集体经营。先拿出村里的1公

顷机动地做试验，以合作社的名

义采购生产资料，组织社员到外

地考察、培训，学习技术。种植的

“肉葫芦”在10月初就销售一空，

价格令人满意，我们今年的试验

成功了。

随着收入的增加，村集体能为

村民做的事也越来越多。村里铺

设了水泥路面、修建了围墙栅栏，

环境美了，人心舒畅，茶余饭后投

身阅读活动、广场舞、扭秧歌的村

民越来越多，笑容也越来越灿烂。

明年，我们计划扩大“肉葫

芦”种植规模，使之与大豆种植、

垂钓园等产业齐头并进，实现集

体经济和群众腰包“双增收”，在

致富路上大展拳脚，努力绘就一

幅乡村振兴的美丽图景。

（记者 吴茗）

“70后”村党支部书记王刚：

我是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板石

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姜勇，即

将结束的2023年是紧张繁忙的

一年，也是充实幸福的一年。

今年辖区孟岭村的苹果喜迎

丰收，看着果农的辛苦付出得到

了回报，我替他们感到高兴。从

春天起，我和往年一样，继续帮助

困难果农种植苹果，从杀虫、除

草、修剪枝叶到采摘、搬运、宣传，

只要果农有需求，随叫随到。

在走访巡逻时，我常常能遇

到热情的果农。这个说，“姜警

官，我家这 5000 箱苹果都装好

啦，感谢你们帮忙。”那个说，“幸

亏有咱们民警帮着找销路，要不

我家这10万斤苹果哪能卖这么

快！”看着果农幸福的笑脸，感受

着他们收获的喜悦，我觉得付出

的一切都很有意义。

我们还加强为老服务，重点

帮扶辖区独居老人和困难老人。

70岁的胡大娘患有萎缩性耳聋，

听力逐渐变差，一只耳朵已经完

全失聪。我得知此事后，立即发

动全体民警捐款成立“助困帮扶

基金”，为老人购买了一副助听

器。

群众的笑容是最暖的回报。

新的一年，我要始终把基础牢、治

安好、群众满意作为各项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希望能

帮群众办更多实事，守护群众的

幸福生活。 （记者 于悦）

“80后”移民警察姜勇：

2023年，长春市第十七

中学的张羽铭迈入了人生中

一个重要的阶段——高三。

“00后”的高三生涯，是一场

从懵懂少年到励志青年的蜕

变过程。“2023年于我而言，

关键词是‘蝴蝶’。”张羽铭说。

“‘蝴蝶不用月份，用瞬

间计算生命，所以有充裕的

光阴。’2023年，我开始愈发

珍惜时间，珍惜我身边的人

与爱。尝试去做出改变，做

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情。”繁

忙的课业之余，张羽铭慢慢

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调整心

态，缓解压力。她说，空闲时

间自己不再是盯着手机屏

幕，而是给自己一个缓冲的

时间，她会选择放下手机一

个人出去走走，看看热闹的

大街小巷，在城市的喧嚣中

漫步，也会选择走到图书馆，

选一本感兴趣的书……在难

得的慢时光里为自己蓄力。

“00后”们骨子里不服

输的劲头，完美诠释了青春

的意义。张羽铭说：“大风可

以吹走一张白纸，却吹不走

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意义

在于不顺从。”她对生命的

“不顺从”，就是在2023年即

将步入高三阶段，在对未来

最迷茫的时候选择走上了播

音艺考的道路。张羽铭参加

了两个月的封闭集训，凭借

超强的毅力完成蜕变，半年

减重近40斤，考试排名从中

等一直到稳定第一。“我不会

做白纸，我要做逆风而飞的

蝴蝶。”

“2024年我即将迎来高

考与成年，我会继续在我热

爱的播音主持的道路上勇往

直前，前路漫漫亦灿灿。祝

我万事胜意！”

（记者 韩玉红）

“00后”高三学生张羽铭：

我是苗境珈，2012年出生，现

就读于长春市第四十五中学，是一

名初一的学生。对于我来说，2023

年既充实又珍贵：这一年我收获了

“三朵小花”，这一年有荣誉、有惊

喜、有努力、有成长，一路繁花伴我

走过这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第一朵花是获得吉林省“新时

代好少年标兵”和 2023年度全国

“新时代好少年”的荣誉。和许多优

秀的同龄人共同领取这份荣誉时，

我的心中充溢着光荣，同时也感受

到强烈的责任感。是热爱传统文

化，热爱京剧艺术，让我有机缘与荣

誉相逢，我告诉自己，要坚定信念，

将京剧之美继续展现给更多的人，

让京剧与传统文化的魅力一路芬芳

永流传。

第二朵花是踏上初中旅程的惊

喜与探索。不同于小学时的简单轻

松，小升初后的多门功课，让刚刚步

入初中的我应接不暇。然而，也正

是这种学习节奏上的变化，让我的

心理适应能力和学习掌控能力都得

到了强化锻炼，迅速成长。

第三朵花是新学校的“校园好

声音”活动。当我以一曲京歌进入

总决赛时，我看到了家人们自豪的

目光，听到了老师们激动的鼓励，也

感受到同学们温暖的友爱。新的学

校，新的朋友，新的成长。

面对即将到来的2024年，我会

让京剧之花继续绽放在我的青春

里，也会肩负新时代好少年的责任，

让学习与品德的花朵都灿烂地盛

开。年年岁岁，不负青春，一路高歌

而行，一路花香满途。（记者 吴茗）

“10后”少年苗境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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