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徐丽佳 陈逸麟）从1985年退役
后，夏贤军就一直扎根基层，先后在沈家
门街道平阳浦、小干、大干等社区工作，目
前任沈家门街道大干社区党委书记。无论
是在部队，还是在基层社区，他时刻为群
众着想，“一切以群众为中心”是他干事的
初心。

“我是在部队入的党，部队生活不仅让
我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更培养了我不怕苦
不怕累、敢担当的品质，并一直影响着我
退役后的工作和生活。”谈起部队生活，夏
贤军仍充满留恋，他说，虽然离开了部队，
但他仍以军人的要求认真对待每一项工
作。

沈家门街道大干社区属于城乡接合部，基
础设施陈旧，居住人口多而杂，给社区管理服
务工作带来了难度。拥有十多年基层工作经
历的夏贤军深知，只有真心实意为群众做事才
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信任，于是他凭借着口
亲、脚勤、心热，成为了当地群众的“贴心书
记”。

“夏书记，现在在创城，不让随便晾晒，
能否帮阿拉找个地方解决晾晒需求。”“夏
书记，我家房子太老旧，经常漏水，你得帮
我们想想办法。”……在大干社区，大多都
是无物业管理的开放式老旧小区，乱晾晒、
乱停车、乱拉线、乱堆乱放、“小广告”等问
题成为创城“顽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夏贤军一次次上门，苦口婆心地做居民思
想工作，引导居民参与到创城中来，同时广
泛听取居民需求，从根本上帮助居民解决
问题。

四处奔走联系相关单位为居民新建
露天晾晒区、增设停车位；协调住建、环
卫、市政等部门，有效解决辖区道路破损、
绿化缺株、管线杂乱、车棚住人等问题
……几年来，他的双脚踏遍了社区每个角
落，让居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

“5+2”“白+黑”是夏贤军的工作常态，
遇上特殊时期，他更是日夜坚守。去年“米
娜”台风来袭，为了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夏贤军逆风而行，带领社区党员冒雨转
移受灾群众。即使风雨浸湿了他的鞋裤、
积水没到了腰部、脚踝受了伤，但他仍坚守
在救灾现场，直至受灾群众全部转移。

今年初，疫情突如而至，社区全力以赴
抗击疫情。为居民测量体温、社区消毒、给
辖区居家隔离观察对象采购生活用品……
夏贤军一刻不停、亲力亲为。

虽然社区工作千头万绪，但夏贤军从
不抱怨。他说：“我虽然退伍了，但不能褪
色，干了一个岗位，就要担负起该担负的责
任，得比别人更用心，努力成为基层社区工
作的‘尖兵’。”

夏贤军
扎根基层当“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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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靖）来到虾峙镇灵和村南岙
沟头井牧场，入眼的是大片山林，郁郁葱
葱，还未走进，就听见土猪的哼叫声。这个
牧场的创建人陈明，此刻正在办公室里规
划着牧场的扩建计划。

1993年，退伍后的陈明第一份工作是
在虾峙镇政府上班。一年后，他辞掉工作，
辗转来到宁波，做起长途汽车司机的工
作。“开过饭店、蛋糕店、快餐店……总体算
下来有亏有赚。”想起自己的经历，陈明淡
然一笑。

后来又是怎样与“猪”结缘？“这个就要
从虾峙岛的屠宰场说起。”陈明清晰地记
得，当时国家开始禁止生猪私屠滥宰，而虾
峙岛远比现在繁闹，对猪肉的需求也大，政
策出来后，以生猪屠宰为生的个体户面临
失业。

作为一个虾峙人、一名退伍军人，陈明
内心始终都有着军人的核心特质——责
任。“后来，我承包了虾峙屠宰场，统一买
进，定点屠宰，再批发给个体户售卖。”陈明
坦言，“那个时候，一天杀十几头猪，利润不
错。”

这份工作，一干就是五年。这五年中，
陈铭时常在想，生猪都是从外面进货，极不
方便，而且品质无法保证，不如自己找个地
方养猪。雷厉风行的军人品质让他迅速向
政府递交了承包沟头井的材料。

“投资需要一百多万元，经济压力很
大。”为了省钱，他从宁波采购毛竹、毛毡等
建筑材料。卸货中，硕长且重的毛竹从货
船上滑落，直接击中陈明，他面朝下，一头
栽在了地上。“当时被诊断为颈椎爆裂性骨
折。”回想起当时的情形，陈明一阵后怕，
“还好医生医术高，后期恢复较好，但右手
脚还是落下了残疾。”

如今，除了写字，其余需要右手的工
作，他都换成了左手。“左手写字，练了很久
也练不好，没办法。”陈明说。

尽管这样，他依旧没有放弃创业。随
着身体逐渐康复，牧场也顺利引进母猪。
“那时牧场已经非常红火，母猪生产力高，
小猪有700多头，却被2010年一场大火给
烧没了。”陈明心疼地告诉记者，除了用电
不规范，主要原因还是当时建猪圈用的材
料属易燃材质。

火灾第二天，他请来工人重建猪圈。
“现在想起来，除了家人的支持，还有部队
教会我的永不退缩精神。”陈明自豪地说。

陈明告诉记者，靠着几十万元的理赔款，
牧场后来慢慢又有了起色。“2012年的一场台
风又将猪圈吹毁了，还好母猪和小猪死伤不
大。”

大起大落后，终于苦尽甘来。在他人
的指导下，他逐渐将养殖的白猪换成本地
土猪，走绿色生态养殖之路，牧场逐渐规范
化、规模化，并在舟山本岛开设了7家沟头
井生态放养土猪肉专卖连锁店。开业后，
猪肉的品质和口感赢得了市民的好口碑。

如今，经过省农科院检测检验，陈明的牧
场成为了我市唯一一家本地特色土猪从培育
到养殖，从屠宰到终端销售一体化产业链的
农业主体，还注册了品牌商标“沟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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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用
“退伍不褪色,退
役不退志”来赞美
退役军人。穿上
军装的那一刻起，
他们立下“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
忠贞誓言，脱下军
装后，他们依然坚
守初心，使命在
身。很多退役军
人离开军营时选
择基层工作或自
主择业。面对基
层工作的艰辛、创
业的艰难，他们是
如何保持着军人
本色的呢？本报
采访了六位退役
军人，通过展示他
们的美丽风采，向
所有的退伍军人
致敬。

陈明
创业路上勇向前

（记者 高阳 陈逸麟）“说到当兵，我就
一句话，值得。”谈及自己的当兵经历，东港
街道南岙村党委书记、村主任张善学满脸
骄傲地说，当兵的经历，他一辈子都忘不
了，当兵时学会的吃苦耐劳的品质以及当
班长的经验，让他在参加工作后在组织协
调方面变得得心应手。

2004年，张善学被分配到东港街道南
岙村担任党委书记、村主任。本就是南岙
村人，对村里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于是一上
任，他就大刀阔斧干了起来。

要发展村域经济，富裕父老乡亲，第一
步怎么做？张善学把目光瞄准了村里的废
弃大楼。联系各个家庭作坊，让他们进驻
大楼，再尝试吸引本村有志青年回村发
展。现在，废弃大楼大变样，成了热热闹闹
的农家乐休闲中心。“这座大楼以前废弃了
很久，没人管，现在变成了农家乐休闲中
心，可热闹了。”说起废弃大楼盘活，周边居
民个个点赞，对张善学赞不绝口。

张善学一直以“致富村民、服务村民”为
工作信条，慰问困难户、网格走访、防汛抗
台。2017年10月，连日暴雨造成的山体滑
坡，冲进南岙村一居民楼内，导致该居民楼
损毁严重。张善学冲到一线，开展居民疏
散、安置工作，确保每家每户都安全无虞。

张善学不仅在日常工作中雷厉风行，
面对疫情，他化身“钢铁侠”，带领网格团队
对辖区1234户居民进行摸排，风雨无阻，不
分昼夜，只为将防疫工作做到细中再细。
“10个疫情防控卡口，每一个卡口我每天都
要去查看过，这样才安心。”张善学说，包括
自己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从农历腊月廿八
开始就一直坚守埋头干，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流动巡查、发放物资。

“这些都是我的责任，这点苦也根本
不算什么。就是我这个腰，有点吃不消，
最近老疼得厉害。”张善学摸着腰说，腰是
在当年修村道时折的，没养好，落下了毛
病。

1997年12月，张善学退伍回乡参加工
作，担任当时勾山镇邵岙村党委副书记、村
主任。当时邵岙村交通闭塞，山路泥泞，不
仅出行不便，更是阻碍了村域经济发展。
张善学到任不久，村党委就拿到了修路资
金。

“那时刚退伍，干劲十足。”张善学每天
挨家挨户上门，动员村民捐地修路。他更
是第一个站出来，主动捐出自家一亩地，这
样修村道才敲响了开工锣。打炮、挑沙子、
和水泥，张善学每每冲在前。“多亏当年修
了路，现在进出方便，我们村也是从那时候
开始，家家户户才有了起色。”直到现在，村
里老人还是对当年修村道的事津津乐道。

张善学不仅是一名一心为乡亲们谋福
利、干实事的好“后生”，也是一名称职的村
党委书记、村主任。开展推进党建创新和
社会治理创新深度融合的活动、解决邻里
矛盾纠纷，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张善学说：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辜负村民期望，
是我应该做的。”

张善学
基层续写军人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