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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 走进昌平区十三
陵镇仙人洞村， 街道小巷红彤彤
的灯笼高高挂起 ， 道路宽阔敞
亮， 车辆规范停放。 几年前， 村
里还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产业不
突出 ， 发展受局限 。 变化的背
后 ， 离不开仙人洞村党支部书
记 、 村 委 会 主 任 张 立 英 带 领
全 体 村 民 艰 苦 奋 斗 的 干 劲 。
2022年 ， 张立英被评选为全国
“乡村网红” 培育计划首批优秀
人才。

记者见到张立英时， 她正在
安排当日的农产品直播工作。 张
立英告诉记者， 仙人洞村自2016
年起试水直播活动， 直播间从最
初的几位网友， 发展到现在的几
千人， 团队正一步步壮大， 将仙
人洞村的酵素苹果、 黄金蜜桃、
樱桃、 绿色无公害菊花等农产品
送到千家万户。

为更好推广仙人洞村， 张立
英把村民们表演的文艺节目、 色
香味美的特色美食、 典雅清幽的
民宿拍成小视频， 用1000多条视
频向市民游客展示仙人洞村文化

内涵、 淳朴民风、 优美风景， 在
网络平台上一经发布便收获了大
批 “仙人洞迷”， 近20万的点赞
量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仙人
洞村的美。

以前村里农产品滞销情况较
为严重 ， 一些果农为此发愁 。

“以前自己种的农产品放在家里
都坏了， 卖不出去。 现在， 果子
还没成熟就被预定一空， 这在以
前都不敢想象 。” 一位村民说 。
借助网络平台， 村民顺利销售农
产品， 实现增收致富。

村民富不富， 关键看支部。

在通过直播带动全村经济收益的
同时， 张立英还带领村党支部，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通过走访调
研， 张立英发现仙人洞村喜爱素
食的老人居多， 而且老人长寿、
民风淳朴、 晚辈孝顺。 为此， 仙
人洞村推出了特色美食———“素
食宴”。 起初， 村民们对此并不
理解， “素食没有肉味， 能有人
来吃吗？ 能实现增收吗？” 为了
打消村民们的顾虑， 张立英拜访
名师， 邀请专业教师为村民们传
授知识， 提升素食菜品， 为游客
提供新的味蕾体验 。 渐渐地 ，
“素食宴” 成了仙人洞村的特色
美食， 不仅让人们品尝到了美味
素食， 还让村民们得到了实惠。
如今， 昌平素餐第一村 “中国仙
人洞” 的名号已经成为一张亮丽
名片。

有了美食， 怎样才能让游客
停留下来？ 张立英把目光转向了
村中老房———利用老房办民宿 。
2017年， 仙人洞村旅游合作社挂
牌成立， 通过整合村庄优美环境
和周边良好自然生态， 发展特色

民宿产业。 村民以提供自家闲置
老房屋收取房租和分红的形式实
现增收致富。 截至目前， 村中已
陆续改造农家院13个 、 房间 50
个， 可同时容纳200余人。

新中风格、 田园风格、 美式
乡村风格……如今， 环境清幽、
风格各异的民宿房间成为视频中
的主角 ， 也是村里的 “网红产
业”， “每到节假日， 都需要提
前预定房间， 很多游客即使排队
等候也愿意到我们这里住宿 。”
张立英说。

伴随着文化旅游产业的欣欣
向荣， 村民们腰包鼓了， 脸上笑
容多了， 仙人洞村也更美了。 据
悉， 仙人洞村仅民宿产业年收入
达400万元。

关于未来 ， 张立英满怀期
待， “我想利用 ‘乡村网红’ 这
个身份的号召力， 讲好仙人洞故
事 ， 讲好十三陵故事 。” 未来 ，
她将继续发挥党员带头作用， 带
动更多村民参与到家乡建设中
来， 将仙人洞村打造成美丽宜居
的乡村家园。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向凌潇

“网红书记”借力直播赋能乡村振兴
昌平区仙人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立英：

18载精心耕耘成就职工社保“法务通”
通州区社保中心法律事务科工作人员王江：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臧炜

勇挑大梁
为劳动者追回600万元社保费

2022年7月 ， 通州区社保中
心内部科室职责调整， 稽核相关
业务划归社保中心法律事务科。
科室人员变动较大， 稽核工作的
元老级人物只有王江一人， 他勇
挑重担， 有条不紊地处理着科室
日常事务， 从未休过一天假。 稽
核工作事关参保人员的切身权
益， 容不得半点差错， 而日常接
待业务量大 ， 各种疑难情况杂
糅 ， 与单位协调 、 为诉求人解
释、 同上级部门沟通、 出外勤核
查单位， 面对这些繁杂任务， 王
江却从未喊苦叫累， 像一匹老马
一样， 挑起了科室的大梁。

面对科内新生力量， 王江发
挥 “传帮带” 作用， 将自己的经
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同事 ，
促进 “新生代” 社保干部能力提
升， 夯实基层坚强战斗堡垒。 近
两年， 王江共接待各类咨询4900
余人次， 办结案件310余件， 处
理12345市民热线 、 国务院信访
平台等各类诉求900余件， 为劳
动者追缴社会保险费共计600多
万元， 有效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敢出新招
拓宽政策宣讲渠道

无论是社保新操作系统上
线， 还是社保新政策出台， 每一
次业务 “上新”， 王江都积极参
加培训， 查找不足， 及时总结，

为避免出现差错提供宝贵经验。
在稽核工作中， 他提出了未诉先
办、 精准立案的办案策略， 积极
与投诉人、 投诉单位联系， 准确
摸查双方诉求， 化身心理老师协
助沟通交流， 有效化解争议。 同
时， 为确保稽核政策准确实施，
案件办理及时有效， 他率先提出
并制定业务双岗AB角色机制 ，

极大地提高了案件的处理效率。
不仅如此， 日常工作中的王

江还勇于创新， 提倡由经办思维
转变为执法思维， 打破原有各司
其职的工作常态。 他提出了将各
项任务化整为零、 分组行动的方
案， 打造了一支能胜任稽核任何
岗位的高效队伍。 “在长期的稽
核工作中， 我发现部分企业职工
简单地认为只要工资拿得多， 哪
怕不上社保也无所谓 。” 为此 ，
他建议利用新媒体， 针对 “单位
不用为试用期职工缴纳社会保
险” “员工可以自愿放弃缴纳社
保” 等认知误区， 加大政策宣讲
力度， 提高群众的认知力。 几年
下来， 工作成效显著。

精益求精
在学习中成为“法务通”

日常工作中的王江对自己要
求非常严格， 他深知稽核工作需
要稽核人员知识面广， 专业技能
精， 才能掌握工作中的难点和要
点， 更好地维护群众社保权益。
遇到问题 ， 王江总是 “刨根问
底”， 更好地运用政策， 并积极
参加集中学习和研讨交流， 在学
习中带着问题学、 带着疑点学，

联系日常实际学、 联系工作任务
学， 善于发现、 勇于重视自己存
在的缺点和不足 ， 力求精益求
精， 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能力。
业余时间 ， 王江也常常沉下心
来， 学习社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及
相关政策文件， 同时根据社保业
务科室的办理事项分类学习相关
政策， 让自己对办事准绳更加明
晰， 更好地保障职工权益。

生活中的王江还是同事们身
边可靠的 “好大哥”。 他诚恳待
人， 热心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
人。 “他对待任何一位经办人员
都耐心细致、 不急不躁” “遇事
永远为群众着想” “王江老师时
时站在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 这
种换位思考的态度值得我们学
习” ……王江的以身作则和微笑
服务， 不仅赢得了群众的满意和
信任， 还收获了同事们的钦佩和
点赞。

“我是一名党员， 更是一名
普通的社保工作人员， 凡事应该
以理为准、 以诚待人， 为群众办
好事、 办实事是我的责任。” 18
年来， 王江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
宗旨， 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
所急， 用实际行动在一线书写着
社保人的责任和担当。

18年前， 他面带青涩步入社保战线； 18年后， 他成为人人钦佩的社保 “法务通”。 如今， 已入不惑之年的他
依旧前行在维护职工社会保险合法权益的路上。 他就是通州区社保中心法律事务科工作人员王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