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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清晨，记者在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怡福路
“毛边书局·桃蹊书院”见到傅天斌时，他正站在自己的
办公桌前整理旧书。傅天斌是毛边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理
事长、毛边书局创始人，曾获四川省“书香天府·全民阅
读”金牌推广人、成华区第八届“成华榜样”等多项荣誉。

“每一本书我都要做好记录，在书本上贴好标签，时
不时还要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宜，我的一天就这么过去
了。”傅天斌告诉记者，“毛边书局·桃蹊书院”这栋小楼凝
聚了他多年的心血与汗水，也镌刻着他的初心与未来。

从毛边书局到桃蹊书院，从旧书流通商到一家文
化艺术活动中心的“掌门人”，傅天斌以书为诺，“以文
化人”，守住了一个街区的书房，也塑造出城市里一道
独特的人文景观。

以书为业，打造梦想乐园

1997年，傅天斌在湖北十堰的一家新华书店工
作，在那里，他接触到毛边书。阅读毛边书，需要一边看
书，一边用裁纸刀裁开连在一起的书页。傅天斌迷上这
种阅读方式极具仪式感的书籍，开始收集毛边书。几年
下来，傅天斌萌生了独立经营书店的想法，他想起曾经
让他享受到淘书乐趣的成都。于是在2002年，傅天斌
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5000多本书来到成都，开了
一家面积为120余平方米的“毛边书局”。

早年在新华书店工作时，傅天斌就有了一项“神
奇”技能，基本能记得哪本书在哪个书架的哪个位置，
在经营毛边书局的过程中，自己收旧书，对于每本书都
有了特殊记忆，傅天斌的大脑就是一个“书店中枢电

脑”。“读者要什么书，短短一两

分钟就给他拿到手上，很多读者很惊奇。”
2010年，一个浙江书友慕名找到傅天斌，希望能

帮忙找一份学术资料。看到书友急切的样子，虽然知道
很难寻到，傅天斌还是答应下来。果然，那份学术资料
迟迟不见踪迹。直到一年半以后，一位成都书友告诉傅
天斌：废品站来了一批废“纸片”，好多是论文、资料，可
以去淘一淘。傅天斌立刻来到废品站，一个人耗费了一
周的时间，不仅淘出一口袋旧资料，还找到浙江书友需
要的学术资料。“当时真的有一种强烈的成就感。”傅天
斌笑着告诉记者，“那是我为书友们找书、寻书的过程
中最幸福的瞬间。”

当傅天斌通知浙江书友，自己找到了他需要的学
术资料时，那位书友简直不敢相信。“傅老师，这都一年
多了，您还能记得我的事情，感谢您！”浙江书友提出要
重金购买资料，傅天斌却拒绝了。

“我付出的只是我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买旧书上面
的金钱并不多，因此每个找我购买旧书的书友，我几乎
都是以成本价售出。”傅天斌告诉记者，书是朋友、是纽
带、是珍宝，唯独不是盈利的工具。

以信相守，打造文化阵地

记者采访时，看见临街矗立的“毛边书局·桃蹊书
院”不时有居民进出。书院里格外清静，借还书秩序井
然，不时有周边居民进来喝口水、歇歇脚，随手翻翻书，
气氛温馨宁静。

如此惬意的场景，是傅天斌花费6年时间才营造
出的。

2018年3月，傅天斌带着自己的私家珍藏，与成华
区联合打造了“毛边书局·桃蹊书
院”，成为全国首家将政府公共文

化资源与民间社会组织的资源结合创建的多功能、高
品质阅读场所。傅天斌也有过顾虑：自己一直只会经营
书店，怎么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呢？不过，既然作出
了承诺，就要做好，傅天斌将所有时间和心血都投入进
来，力求做到完美。

书院在打造过程中，就收集了15400份居民文化
需求表，先后12次修改完善方案，合理规划布局内部
空间，采用了老式木门、对联、匾额等风格，在烟火氤氲
的居民生活区展现建筑与人文之美。打造完成后，书院
总面积1600平方米，收藏了10万余册书籍，共分为三
层：第一层是公共文化服务空间，以“文化+社区”为主
题，营造高品质公共服务新空间；第二层是美育空间，
以“文化+赋能”为主题，通过营造多元化人文美学建
立新场景；第三层是研学空间，以“文化+更新”为主
题，活化在地文化，营造可持续管理运营新模式。

书院刚创建时，一些居民认为，这里就是社区免费提
供的休闲场所，尽管对阅读不感兴趣，也常常进来歇脚、聊
天。但有些人进入书院后吵闹、酗酒，甚至破坏财物，遇到
这些情况时，傅天斌总是走上前去，轻言细语地劝说他们。

为了让书局真正成为居民愿意来、喜欢来的文化
传播中心，“毛边书局·桃蹊书院”结合社区居民文化需
求和自身资源优势，策划组织了大量优质的全民阅读
活动和特色文化活动，比如以百姓日常生活为主题的
川菜文献展，结合成华区本地文化开展的东郊记忆工
业文明口述史等。开办至今，书院已举办各类活动600
余场，累计服务读者50多万人次。

以诚待人，实现“以文化人”

“自从书院创建后，我从没怠慢过任何一位读者，
就是将心比心，以诚待人。”傅天斌真挚地表达了自己

的“经营之道”。
一次，一名小学生在书院不小心弄坏了一盏台

灯，因为害怕，他连忙逃离了现场。傅天斌得知后并没
有生气，为更好地引导孩子，傅天斌悄悄找到他，进行
了深入沟通，让孩子明白了诚信的重要性，学会了承
担责任。谈话后，孩子主动提出去书院开展志愿服务，
用自己的劳动弥补错误。“现在那个孩子看到我就会
主动打招呼，还会和我聊最近的读书心得，这是我当
时没想到的意外收获。”傅天斌说，“其实我当时决定
做书院的初心，就是希望‘以文化人’，让人们能受到
书院潜移默化的影响，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现在，我
似乎看到了一些成果。”因此，尽管书籍受损、财物损
失，傅天斌总是选择默默承担，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
不改。

在经营书院的日子里，傅天斌最感动的事，是一
些书友反向“赠书”。前不久，书院来了一位书友，留下
一口袋书籍，他只是请工作人员转告傅天斌：“傅老
师，我曾经在您那里购买过旧书，我要离开成都了，我
想把我的书都交给您。”“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可能
见了面我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能够信任
我，将自己的藏书托付给我，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最大
的夸奖。”傅天斌说。

收集、整理、归纳、记录……时至今日，傅天斌仍
然在淘书、存书。不仅如此，他还走访社区居民、拜访
文化大家，记录、收集、编印了反映四川特有的泡菜
文化的《成都泡菜》《四川泡菜》，反映东郊工业文明
史的《东郊的故事》《传承东郊工业文化》，以及
《2019 年桃蹊记忆》《2020-2021 年桃蹊记忆》等纪
念图册。

如今，“毛边书局·桃蹊书院”已成为大家热衷前往
的公共文化空间，更成为街道居民们的心灵港湾。

今年52岁的肖锦璋，是福建省泉州市
泉港区南埔镇惠屿村卫生所的一名乡村
医生。他用不变初心书写无私大爱，倾情
守护“孤岛”村民的健康，彰显了乡村医生
扎根基层的医者仁心，因此获评2022年
度“中国好人”“福建好人”、2020年度福建
省“最美医师”。他的事迹，在今年被拍入

“中国好人”系列短视频《平凡英雄》第二
集《小岛医生》。

“老人岛”上的生命守护者

泉港区南埔镇惠屿村是福建泉州唯
一的海岛行政村，在2003年以前，既未通
水也未通电，且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船是
惠屿岛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交通工具，岛上
的年轻人和小孩多在外工作、读书，常住
人口只有200多人，岛上生育率连续11年

“零增长”，一度成为真正的“老人岛”。
肖锦璋父亲肖顺真是岛上唯一的“赤

脚医生”，打从记事起，肖锦璋就目睹了许
多村民有病只能硬扛着，最终小病拖成大
病，这让他从小就在心中种下一颗学医救
人的种子。后来，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肖
锦璋走上从医之路。

新冠疫情发生后，惠屿村疫情防控工
作异常严峻，肖顺真年事已高，无法承担
高负荷工作。肖锦璋得知情况后，毅然关
掉位于泉港区后龙镇栖霞社区且收入较
丰厚的诊所，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

“孤岛”唯一的村医，日常组织人员对村
巷小道进行消杀，凌晨三点独自一人在
核酸采集区域准备着相关工作。天气炎
热时，他会给排队等待核酸检测的村民
熬板蓝根水喝，防止村民中暑；疫情过
后，又挨家挨户去分发宣传手册，引导村
民做好预防工作。2020年，他获评福建省

“最美医师”。

扎根海岛，建立健康档案

回到海岛后，肖锦璋还做了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他细化了村民的健康档案资
料，详细记录每位村民的身体情况，特别
是村民的一些慢性病。岛上村民健康意识
差，时常在没化验单、没医嘱的情况下自
购药物，这不仅可能影响自身健康，而且
不符合药品销售规定。

“我吃这个药已经十几年了，现在不让
我买药，我就得去外面买，来回一趟需要花
费很多钱。”有位村民跟他解释。于是，肖锦
璋下定决心摸清全村患者的情况，他花了
整整2个月时间走访村民、收集病例，仔细
记录每位患者的疾病史、用药史、药物过敏
史，对于病情不明了的，直接带去医院做检
查。后来，惠屿村卫生所成为全镇首个拥有
最完整健康档案的卫生所。谁有慢性疾病，
谁多久没做体检……对于患病村民的情
况，肖锦璋都了然于心。

24小时值守，全年无休

回乡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岛上的村民总能看见他一人背着
医药箱，急匆匆地穿梭在乡间小
路，大家都知道，这是肖锦璋又上
门给村民看病了。

2021年7月的一个夜晚，一阵刺耳的
铃声打破了宁静。村民林天（化名）家人打
来电话，说家里老人突发高烧，情况紧急。
肖锦璋二话不说，提起药箱就往老人家里
赶去，经过询问才知道老人感冒了很多
天，硬撑着不愿治疗，拖成了肺炎，引起高
烧。岛上医疗条件有限，他给老人用药后
做了物理降温，并且向村里申请调用客渡
船连夜送老人去医院。老人被送到医院
后，肖锦璋还不时向其家属了解老人病
情，得知老人病情稳定了，才放心下来。

2024年1月3日，中国国际电视台的
记者来惠屿岛采访，见肖锦璋背起药箱，正
准备入户问诊，记者询问他要去哪里，肖锦
璋便跟记者说：“岛上有位八旬老爷爷因心
脏问题住院治疗后，刚返回岛上疗养不久，
这段时间我隔两天就要上门看看恢复情
况。”一到村民家中，肖锦璋就娴熟地拿出
电子血压测量仪，一边测量血压，一边询问
那位老爷爷的最近状态。

肖锦璋心中挂念着村民的健康，不论
是刮风下雨还是深更半夜，只要病人有需
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提起药箱上门，24
小时“随叫随到”。

一医守一岛，一箱伴一医。在回到海岛
的日子里，肖锦璋渐渐领悟到父亲坚守海
岛背后的那份平凡之乐，领悟到有一股无
声的力量在支撑着他的父亲。那股力量，是
熟悉的乡音和浓浓的乡情，也是岛民无言
的依赖，让他和父亲自觉扛起责任。

扎根基层信访岗位12年——她从“一
头雾水”的门外汉成长为“行家里手”，敢接

“烫手山芋”、乐为百姓跑腿、勇挑工作重
担；走访接待信访群众2100余人次——她
用心用情，于春风化雨中化解矛盾纠纷，架
起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办理各类
群众来信3300余件，协调化解信访积案
130余件——她始终恪守法律底线、运用
法治思维，把法治理念植入百姓心田。

她就是全国信访系统优秀办信员、四
川省华蓥市信访局办信股股长张仁华。8
月 2日，在被问到连续 10年群众满意率
100%的秘诀时，她微笑作答：“只要把老百
姓当亲人，老百姓就会把我们当亲人！”

“与群众共情是我们的责任”

张仁华深知，信访工作者本就是人民
群众中的一员，与群众共情是新时代信访
工作者的责任。

华蓥市阳和镇蔡家湾村的群众至今记
得，9年前，村里因地势高、水压不足断了
自来水，年轻人、中年人都外出打工，留下
的老人孩子没了主意。接到信访件后，张仁
华一头扎进大山，立即找镇村干部、水务
局，在专家帮助下，迅速确定打井取水方
案，“涉及群众利益的事，一天也不能耽
搁！”此后一有空，她就往村里跑，找水源、
找施工队、催进度，不到20天时间，水井建
成出水，甘冽的井水润泽了村民的心田。

在张仁华眼中，“信访”后面不能少了
“办”字。她长期坚持在相关责任单位认领
任务后持续跟踪督导、推动落实，确保问题
尽快解决，让信访群众安心、顺心。

在一次偶然走访中，张仁华得知华蓥市
高兴镇马家嘴村村民尹真万一家三口都是
残疾人，生活非常困难。她先为他们争取调
高最低社会保障、争取残疾人生活补贴，又
帮助尹真万申请到护林员公益岗位，再想办
法为他办下2万元免息贷款用于养鸡。

“鸡出栏时没销路，又是张股长帮忙想
办法。”至今说起张仁华，尹真万仍然感激
哽咽。这家人，张仁华一帮就是8年，让他
们彻底摆脱因残致贫的命运。“对群众来
讲，如果没有遇到难处，谁会来信访呢？如
果眼见群众有难处，又何必等群众来访
呢？”张仁华说。

在张仁华的努力下，外地农民工讨回
12万元欠薪，群体性纠纷成功化解；19户村

民被施工企业砍倒的果树得到合理补偿，重
复信访画上句号；跨区县协调医疗赔付，让
越级上访消融在基层……一个个“不可能”
变成“可能”，一件件“硬骨头案”彻底化解。

把信访部门从群众诉求的“中转站”变
成解决问题的“终点站”！张仁华为着这个
目标不懈努力，在12年的信访工作中六获
广安市、华蓥市党委政府表彰嘉奖，并于
2022年获评全国信访系统优秀办信员。

“为民解难就是为党分忧”

“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
梁和纽带，为民解难就是为党分忧。”张仁
华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理念。

建设“物流港”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件
大事。过境高速公路建设如火如荼，协调解
决好沿线群众的诉求，是保障工程进度的
重中之重。

紧挨过境高速规划线路的黄治谷一家
的新房虽在规划红线外，却面临着一旦公
路建成，自家就会立于30米高“悬崖”之上
的窘境。老黄火急火燎从打工地赶回老家，
开始长期信访，带动沿线10余家有类似情
况的农户形成群访，对工程进度形成阻力。

张仁华迎难而上，一边重点安抚黄治
谷一家的情绪，一边积极协调高速公路建
设指挥部、项目业主公司和属地政府。在她
的推动下，2019年，黄治谷等沿线10余家
受到工程影响的村民乔迁新居。这让张仁
华深刻体会到，信访工作一头连着民生，一
头连着发展。

同样在2019年，一封国家信访局转交
件打破华蓥市禄市镇大坡老村的平静。在
外务工的村民陈利剑质疑村里新建山坪塘
惠民工程存在数量、质量问题，镇、村干部
颇感压力，工作积极性受挫。事情交到张仁
华手上，她深入山村实地踏访，确认老陈质
疑的12口山坪塘没有少建，但的确有两口
存在漏水问题，便迅速协调镇、村找回施工
方进行了补漏处理，并将办理情况第一时
间反馈给老陈，让老陈彻底放了心。

这一年，张仁华的工作记录显示：全年开
展矛盾纠纷排查14起，排查出矛盾纠纷179
件，化解165件；规范办理群众来信130件，受
理率、按时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皆为100%。

为提升工作效率，她摸索总结出“三本
台账”工作法：一本电子台账，记录群众信
访时间、主要诉求等信息，并用不同颜色标

记办理进度；一本纸质台账，登记群众来信
责任单位处理情况，方便群众查阅，主动接
受监督；一本群众满意度台账，对每件信访
事项一一回访，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
回音”。

“用法治思维提升信访工作”

一些群众“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
下”，是长期困扰基层信访工作的难题。张
仁华认为，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让法治观
念深入人心，用法治思维推动信访工作。

一次关于解聘补偿的接访经历，让张
仁华坚定了学法懂法的决心。市里一所学
校解聘两名聘用制员工，面对两人历经劳
动仲裁仍不接受补偿结果的难题，张仁华
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
规，感到把工作导入司法渠道，是最高效且
有说服力的解决方式。在她坚持下，两名当
事人与学校在法院达成庭前和解，不仅保
障了当事人的权益，也让双方心服口服。

工作之余，张仁华认真自学、主动求
学，力争让自己早日熟悉、尽快掌握更多法
律法规知识，迅速成长为行家里手。在她的
办公桌上，三本厚厚的法规集已被翻得卷
边。“政策法规更新快，感觉永远在学习。”
张仁华说，“无论怎么学，遇到‘抠脑壳’的
事，也得及时与各责任部门沟通，一定要确
保各项处置合法合规。”

为让全市各部门和各乡镇提高依法受
理、办理信访件水平，由张仁华建议和牵
头，华蓥市信访局先后编印《信访事项办理
工作守则》《信访工作资料汇编》和《依法分
类处理信访诉求资料汇编》，分送给各部门
和各乡镇，强力推进信访工作权责明、依法
办、秩序好。

她把重点内容编印成通俗易懂的小册
子，请市里老年志愿者法治宣讲团带去基
层宣讲；在华蓥市禄市镇创新打造“言和
堂”多元调解品牌，充分发挥“党委领导+
政法主导+专家团队+社会组织”的聚力优
势，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信访领
域落地实践，有了政法力量和专家团队的
加入，矛盾纠纷更好地化解于萌芽阶段。

牢记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
坚持以法治为先导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
作效能，张仁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
信访工作者的坚守和追求，无愧为新时代
信访工作的“赶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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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为诺，二十余载坚守“以文化人”
——记“成华榜样”傅天斌

◎ 本报记者卢瑶

做新时代信访工作“赶考人”
——记全国信访系统优秀办信员张仁华

◎ 伍力田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