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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了4年多，每天按时来“爱心

小饭桌”为老人做饭，已经成了她多

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谈及这项没有

任何报酬的工作，她说：“伺候老人

嘛，其实也没什么，自己退休后一直

在干这个工作，也习惯了。”作为一名

老党员，武云芝每天要和三四位志愿

者一起，为 40名固定来小饭桌吃饭的

老年人准备早餐和中餐。

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是“爱心小

饭桌”的标配，每顿8元的价格让很多

老人感受到了社区带来的温暖。陆大

爹今年 76岁了，因为子女上班忙，他

每天都来小饭桌吃中饭。“这里的饭菜

比我自己做的好吃多了。”陆大爹将腌

菜炒肉拌在饭里，说自己就喜欢这个

味。除了在社区统一就餐，小饭桌还

提供送餐服务，有5名志愿者承担着每

日为10多位老人送餐的任务。

志愿者还创新了系列爱心服务。

“爱心愿望树”：一位残疾人贴了“希

望找根拐杖”的字条，第二天工作人

员就把志愿者送来的拐杖交到了他的

手中。“爱心理发队”：6名志愿者每

月不定期到社区、病房为行动不便的

老人免费理发，8年来，2000多人次

受益……正是无所不在的志愿服务消

融了曾经让新村社区头痛的老大难问

题。“新村社区有着强烈的党建气场，

不是呆板的、教条式的说教宣传，而

是将党的先进性、服务功能淋漓尽致

地体现在志愿服务的每一个细节上。”

陈桂仙说。

这些系列爱心服务能够坚持下

来，离不开新村社区探索的志愿服务

“时间银行”。社区党团组织将每名志

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的情况填入《志愿

服务卡》，以志愿服务积分换取志愿者

今后需要他人服务的时间，对积分居

前 10名的，按季度、年度分别给予表

彰奖励，并优先推荐为优秀党员评选

对象。这一举措大大提升了志愿者服

务的积极性，让爱心服务得以不断传

递下去。
本刊记者 王学勇■

6月，已经进入割胶季节。在延绵

不绝、郁郁葱葱的橡胶林中，胶农们

手握胶刀围着橡胶树一棵一棵地旋

转，树皮被一片一片地切除，雪白的

胶乳流了出来……在江城县曲水镇，

云南农垦集团江城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创造了多项骄人业绩：世界橡胶平均

亩产不超过100公斤，这里的平均亩产

达到115.2公斤；扎根边境20年，公司

扶持带动曲水从贫困乡发展为边疆最

富裕的乡镇之一……2015年江城橡胶

公司总资产达到4.9亿元，成为全省戍

边兴边、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国有

农业示范企业。

“江城模式”

让贫困乡成为富裕乡

20年前的江城县曲水镇，是贫困

县里的贫困乡。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主

要以种植水稻、玉米等作物为生，住

的是茅草房、油毛毡房，甚至是用树

杈搭建的“杈杈房”，通村土路在雨水

季节时常塌方……而橡胶产业进驻江

城，彻底改变了当地小农经济为主的

生产生活形态，随着人才引进、技术

输入和橡胶贸易的迅速发展，这里面

貌焕然一新。

江城橡胶公司因地制宜，充分

合理利用当地热区资源，改变边疆

民族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根据自身

实际，走出了一条集团公司、当地政

府和老百姓都高度认可的以“公

司+基地+农户+示范”为模式的成功

之路，近几年来被外界称为“江城

模式”。

刘雪松是曲水镇田心村村委会主

任，他与许多当地人一样，通过把土

地出租给江城橡胶公司，每年可以获

得 3000元左右的土地租金。同时，承

包公司 52亩橡胶地生产管理，每年又

可以收入4万元左右。此外，他还种植

了 30多亩自有橡胶林，这批橡胶到丰

开创农垦富民兴边的“江城模式”

江城橡胶公司员工住进新居，真正实现了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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