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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晓群
通讯员 郑旭珍） 8月 14日
上午 11时，城北社区党委副
书记孙向宇满头大汗回到办
公室，向社区党委书记方淑
琴请假：“我身体不太舒服，
可能中暑了，得请半天假。”
但没想到，这一休息就直接
倒下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目
前还未脱离危险期。

当日是周末，但是对于
社区干部而言，工作没有“周
末”。孙向宇像往常一样，一
大早来到办公室后就立即开
始工作，一边查看、回复各类
工作群里发出来的问题信
息，一边联系相关部门人员
商量处理，忙得不可开交。
当他看到“老旧小区改造群”
里发出星群综合楼有马蜂窝
需要处理时，便与方淑琴一
同赶赴现场，商讨解决方
案。随后，两个人便沿着钟
山路查看老旧小区改造情
况。期间，孙向宇身体一直

冒着冷汗，但他默默咬牙坚
持着。

下午，当方淑琴电话联
系孙向宇对接香溢人家创文
项目施工工作时，发现孙向
宇的说话语气有异常。“当时
感觉听他讲话一直在喘气，
很吃力的样子，所以当我得
知他妻子没在家时，便立即
让其妻子回家，并让社区干
部马上赶往他家。”方淑琴相
告。当同事和孙向宇家人赶
到家里后，发现孙向宇的情
况越来越糟糕，于是马上拨
打120，迅速送至医院。

“他太拼了，而且他身体
本来就不太好，腰受过伤，还
一直有高血压。”方淑琴说，
孙向宇自 6月份以来就没有
休息过，手机 24小时待命，
每天很晚睡觉，过度劳累压
垮了他。

今年 43岁的孙向宇于
2020年8月进入城北社区工
作，担任林场网格长和专职

网格员，同时他还负责城市
社区建设、综治调解、创文、
疫情防控、老旧小区改造等
工作。城北社区以老旧小区
居多，今年仅正在改造的老
旧小区项目就有 20个，工作
压力较大。自接手这些工
作，孙向宇时常舍弃双休，任
劳任怨、兢兢业业。群众出
现矛盾，孙向宇立刻前往了
解情况并进行调解，几年来
他解决的问题纠纷数不胜
数；创文攻坚期时，他走街入
户宣传，整治小区飞线等问
题，时刻奔走在创文一线；疫
情防控关键期，他同社区干
部一起入户排查，并担任钟
山广场核酸检测点负责人。
他勤恳负责的工作态度，也
赢得了居民们的纷纷点赞。

“孙主任话不多，但做事
真得非常实在，都是站在老
百姓的角度，为我们排忧解
难。”家住龙居小区的黄庆萍
相告，之前龙居小区里准备

浇灌沥青道路，居民们认为
小区道路不适宜浇灌沥青，
于是向孙向宇反映，了解情
况后，他便带着居民代表一
同向项目负责人提出意见，
经过多方商讨后，最终决定
该小区路段浇灌水泥路。

“每次我们反映的问题，
比如路灯坏了、路面不平整、
墙面破裂等，他都第一时间
尽自己所能帮助解决。”居民
叶丽云对孙向宇认真负责的
工作态度竖起大拇指，希望
他能早日康复。

“哪里有事情，他就第一
时间去处理。”方淑琴相告，
自今年启动现代社区建设工
作以来，作为社区相关负责
人，他深入网格、小区，摸排
相关情况，一直奔忙在一线，
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社
区干部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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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中医药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赴开化青春逐
梦主题实践团，来到我县，开
展“青春逐梦，中医预防知识
进乡村”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活动中，实践团成员在
中村乡源头里历史文化村落
成立了二十四节气养生馆，
开展了人参石斛汁制作、中
医康养花茶品鉴等活动，并
为当地村民提供量血压、测
血糖、中医养生科普等服务，
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

通讯员 姚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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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大学生攀比
“行头”不可取
叶金福

近日，笔者去一朋友家中拜
访。当谈及其即将上大学的孩子
时，朋友一脸无奈地相告，除去要
缴六七千元的学费之外，他还花
了近两万元钱给孩子买了笔记本
电脑、手机等高档“行头”。朋友
说，自己是个工薪族，每个月也没
多少结余，但看见别人的孩子上
大学前都备齐了“行头”，自己也
就咬咬牙，也帮孩子“装备”了一
番。据笔者了解，类似的情况十
分普遍。

记得三十多年前笔者自己上
大学的时候，除了一大撂书本外，
父母只给“装备”了棉被、脸盆、牙
膏、牙刷等生活必需品，自己带到
大学里的衣服还是高中时候穿过
的，其它什么也没有。虽然“行
头”简陋，但并没有影响我们在大
学里的学习、生活和交往。应该
说，大学生活的“简朴”历练了我
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的节俭意
识，这是一笔拿什么也换不来的
精神财富。

眼下，虽然时代变了，生活好
了，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能
忘。尤其是那些家庭条件并不十
分优裕的准大学生，更应多替父
母着想，切不可只顾自己的“面
子”，看见别人“装备”了高级笔记
本电脑、相机、手机等，也跟着向
父母要。要知道，大学的学习，不
仅是书本理论知识的学习，更是
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这
些所谓的“行头”并非是大学生活
的必需品，有的无非就是一个工
具，甚至只是包装自己的一个“道
具”而已。笔者以为，作为一名大
学生，更应把学识和能力作为自
己大学求学的目标和方向，而并
非相互“攀比”这些所谓的“行
头”。作为一名准大学生，一定要
端正消费观念，换位思考，多体谅
父母。这不仅是一种正确消费观
的体现，也是对父母的一种关爱、
理解和体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