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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永杰是延庆区民政局优抚
科一名科员。 这名85后小伙儿，
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和烈士 “打交
道”。 从入职的第一天他就开始
下乡， 一奔走就是4年。 在他的
心中， 要把每一名烈士都当作是
自己至亲的人来守护。

“一条线索都不能放过 ！ ”
2016年， 延庆区民政局启动对全
区零散烈士墓抢救性保护工作
后， 这句话就成了闫永杰的口头
禅。 面对社会各界提供的172条
零散烈士墓线索， 全科人员逐一
核实情况。 只要上报信息中有烈
士的安葬地点， 闫永杰都要对烈
士墓实地考察， 生怕遗漏一条线
索。 半个月， 他就跑遍了8个乡
镇， 调查了72座烈士墓。 经常是
早晨8点准时出门， 下午5点还在
山头上转悠。

去年3月， 延庆区烈士纪念
墙工程启动后 ， 闫永杰工作更

“较真” 了。 既然是延庆区的烈
士墙， 自然要包括延庆籍和在延
庆牺牲的所有烈士。 关于烈士的

记载有两处来源， 一是延庆区烈
士英名录， 二是全区22处烈士纪
念设施中记载的烈士， 而这两个

可能会存在交叉， 每名烈士都要
逐一对照。

不仅如此， 为了辨认八达岭
烈士陵园里三块纪念碑上的名
字， 闫永杰和优抚科的同事还冒
着寒风多次来到陵园。 拓印、 手
抄， 他们利用光线变化， 绞尽脑
汁出新招， 来辨别碑上的名字，
只为了不落下任何一位烈士的名
字， 最终他们整理出970位烈士
英名。 在将22处烈士纪念设施上
的烈士英名和延庆区烈士英名录
比对后， 他们共整理出了2165位
烈士。

同年8月，长6米、高3米的延
庆区烈士纪念墙在八达岭烈士陵
园落成。 2165名烈士的名字整齐
有序地排列在整面烈士墙上。 建
成后的第二天， 闫永杰搀着一位
老人来到烈士墙前。 他帮老人找
到了她父亲的名字，献上了鲜花。

从2016年开始， 每年清明节

清晨， 延庆区民政局都要分为4
组奔赴该区22处烈士纪念设施，
为烈士敬献花篮、 扫墓。

在小张家口村的山坡上，闫
永杰和祭扫小组的工作人员一
起，轮番抬着1米多高的花篮向小
张家口村烈士纪念碑前行。 经过
近一个小时的跋涉 ，花篮终于
被敬献到位于村南半山坡的纪念
碑前。 闫永杰和工作人员还为 6
座烈士墓一一填土 、除草，静立
默哀。

从2016年全区零散烈士墓抢
救保护全覆盖， 做到了让每一位
烈士都能够 “回家”， 到2017年
将 全 区 延 庆 籍 和 在 延 庆 牺 牲
的 烈 士英名镌刻在烈士墙上 ，
让2165名烈士魂归故里 ， 再到
2018年， 连续三年做到了全区烈
士纪念设施的祭扫全覆盖。 闫永
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工作
着， 守护着烈士的英魂。

□本报记者 盛丽

4年乡间奔走 守护烈士英魂

□本报记者 唐诗 文/摄

“工作中我需要直接与辖区
的居民们接触， 可以说房管所是
面向居民的窗口， 所以必须扎扎
实实地对待工作。” 谈及自己的
工作， 2005年开始担任苹果园房
屋管理所所长， 至今已工作13年
的曾爱玲这样说。

曾爱玲1964年出生， 2000年
调入石景山区国土和房屋管理
局， 现今作为苹果园房屋管理所
所长， 主要负责苹果园、 金顶街
两个街道的房屋安全检查、 房屋
防汛、 物业服务监督管理以及老
旧小区服务管理长效机制推动等
方面的工作。 面对工作， 曾爱玲
并不觉得繁琐劳累， 而是想出办
法尽心解决问题， 并在工作之余
热心参与公益事业， 温暖身边需
要帮助的人们。 2010年她被评为
北京市劳模 ，2015至2017年连续
三年由区住建委推选为表现突出
干部。

耐心沟通居民
尽心管理房屋

2007年冬天， 曾爱玲辖区内
的模式口小区， 有一户住户家中
的 暖 气 水 管 需 要 维 修 ， 但 维
修 人 员入户修理时却遭到了住
户的拒绝。 “对方是一位七八十
岁的老大爷， 脾气比较倔犟， 怎
么做思想工作也不许进家里维
修。” 曾爱玲回忆， 上门的居委
会、 物业维修人员都没能进门，
她自费买了牛奶和水果登门 ，
然 而 还是被大爷拒绝 。 一想到
这会影响到整个楼门近40户居民
的正常供暖， 曾爱玲又开始想别
的办法。

“我就从居委会要到了大爷
女儿的联系方式， 改为去找他的
女儿谈谈 。” 曾爱玲告诉记者 ，
大爷的家属得知情况后， 以带着
大爷到医院做身体检查为由支走
了老人， 在这个时间段里， 物业
维修人员抓紧时间去抢修 。 最
终， 事情圆满解决， 没有耽误居
民们的供暖。 “工作中碰到了这

样的情况， 就得想办法去解决。”
曾爱玲说。

2006年， 曾爱玲去金顶山村
做房屋防汛巡查时， 发现一户村
民的平房屋顶有倒塌情况， 存在
较大的安全隐患， 报告石景山区
住 建 委 领 导 后 ， 她 开 始 做 安
置 和 抢修工作 ， 但是这户住户
却不想搬离 。 在进一步的了解
中， 曾爱玲发现， 这户住户把自
己的另一套房屋出租出去了， 所
以不想搬离。

“我就好几次去和他们沟通，

宣 传 房 屋 安 全 知 识 ， 告 诉 他
们 不 能存有侥幸心理 ， 人员的
安全是最重要的 。” 曾爱玲说 ，
“最终他们意识到我是为他们着
想， 事后一家三口还给我送来了
锦旗。”

“这样的事例真的太多了。”
2009年大年三十的时候， 辖区内
海特小区内有一处下水管被堵
住， 污水排到地面上。 曾爱玲接
到电话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 她
立马和物业维修人员赶到现场进
行抢修。

就是在这一次次曾爱玲自己
都数不清楚次数的事情中， 房屋
管理工作被一件件解决了。

走访随叫随到
老旧小区覆盖自管会

在曾爱玲的辖区内， 老旧小
区的房屋安全管理情况复杂， 为
推进老旧小区进行规范长效的准
物业化管理， 曾爱玲带着所里的
工作人员奔走在一线， 凭着这股
认真劲儿， 使辖区内的41个老旧
小区全部成立了自管会。

工作开始进行的时候， 曾爱
玲分别联系到辖区内的39个居委
会的街道主任， 以及居民代表和
物业公司， 举行了多种形式的座
谈会议， 传达成立自管会对于老
旧小区居民的积极作用， 并部署
如何施行。 “这期间就需要我们
去基层与居民们沟通， 调查摸底
实际的情况。” 曾爱玲说， “41
个老旧小区必须全都去到， 和居
民们坐下来谈。”

由于工作日居民们大多在工
作， 所以周六日的休息时间反而
是曾爱玲更繁忙的时候。 “当时
是6月份， 天气很热， 我们经常
是上午两三个， 下午两三个去分
楼门入户了解情况 ， 汗就没停
过。” 曾爱玲说， 当时一接到街
道主任的电话说人凑全了， 可以
去居民家走访， 她二话不说就去
现场， “居民有疑问， 我们就要
宣讲， 甚至会反反复复多次去沟
通， 有些小区要去不止一次。”

终于， 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
间， 苹果园西井三区、 金顶街教
工楼成立了自管会， 其中的西井
三区还有了 “小区准物业服务管
理” 的社区居民公约， 贴于小区
的宣传墙上。 看到老旧小区的新
变化， 曾爱玲很欣慰， “现在小
区出现问题可以通过自管会及时
通报， 还能组织安全巡逻、 调解
纠纷、 垃圾处理。 小区的环境渐
渐变好了， 我在第一线的工作就
是值得的。”

去年7月， 曾爱玲所负责辖
区内的老旧小区全部成立了自管
会， 率先在石景山区实现老旧小
区全覆盖。

热心公益
支援困难群众

去年11月， 曾爱玲在治理环
保督查返回的途中， 左腿小腿受
伤缝了十几针， 但她只住院了一
天后就坚持回到工作中。 “当时
医生让我休息一个月， 但我是所
长， 虽然现在电话联系很方便，
但我不在单位亲自指挥、 一起工
作， 就还是不放心。” 曾爱玲就
这样每天8点去输液， 9点到单位
上班。 而受伤所产生的医药费，
她却坚持不报销。

严于律己的曾爱玲， 在工作
中广泛接触居民， 在工作之外也
热心于公益， 被群众称为 “热心
的曾大姐”。 “和居民聊天， 我
了解到一些有困难的人的情况 。
既然相遇了， 就想去帮帮他们。”

在工作中， 曾爱玲发现在辖
区内工作的一位保安家境比较贫
困， 独自来京务工， 家中的父母
有病在身， 两个孩子还在读书，
便为他捐款捐物。 还有一次， 曾
爱玲在工作时发现一位维修人
员， 一年四季的衣服只有几件，
了解到对方生活比较困难后， 开
始用节省下来的钱物帮助他。

“我1985年入党 ， 是一名老
党员了， 我愿意做这些公益性的
活动 ， 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知
道 ， 有人在关心他们 。” 同时 ，
曾爱玲还带动所里的同事们一起
捐款捐物， 近三年， 对经济有困
难的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捐助现
金以及电脑、 冰箱、 桌椅、 衣物
等物资共计12余万元。

截至目前， 曾爱玲共收到10
余封感谢信以及70余面锦旗。 面
对居民的信任， 曾爱玲说： “房
屋管理是一项民生、 民心工作，
我要做好领队作用， 把工作做到
居民心里。”

———记石景山区苹果园房管所所长曾爱玲
系民生暖民心 做好“房屋管家”

———记延庆区民政局优抚科科员闫永杰

闫永杰在烈士纪念墓前清理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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