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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时勇敢无畏勇于担当，退役后心系群众推动解决民生问题

吴南萌：扛责在肩做好新时代基层人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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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的经历都是平淡无奇，
但也有少数人注定会经历些特别的事
情，现任吉华街道人大工委办主任吴
南萌就是这么一位。1993年，只有29
岁的深圳边防战士吴南萌经历了深圳
清水河大爆炸，其过程堪比好莱坞大
片般惊险；23 年军旅生涯退役后，他
先后在大布吉片区从事经科、信访维
稳、查违、人大等工作，在每一个岗位
上，他都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工作
中，认真负责地完成组织交代的每一

项任务……

经历大爆炸
他离死神只有300米

17岁那年，吴南萌背上自己的行
囊，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走进了部队
大门，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边防战士，可
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部队这扇门他
一进就是 23年。反偷渡、查走私、处
突……这段经历既磨砺了他勇敢坚定
的意志，也铸造了一颗认真细致的心。

回忆起23年的军旅生涯，吴南萌
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协助处理
1993年的清水河大爆炸。那是一个
闷热的中午，像平常一样，吴南萌和战
友们准备到饭堂吃饭，正当准备拿起
饭勺盛饭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巨
响伴随着巨大的气流从身后涌来，饭
堂玻璃瞬间破碎。很快大家就从慌乱
中清醒了过来，原来这是不远处的清
水河仓存区域发生大爆炸，不到 5分
钟，吴南萌就与其他30位战士接到了
到场支援的命令。

现场的一片狼藉让吴南萌震惊
不已，由于道路被炸毁，消防车根本进
不去现场救援，只能倒车出来，吴南萌

一行只能原地待命，可就在这时现场
发生了二次爆炸，身后的运兵车被原
地掀起 3米高，而爆炸现场离他就只
有 300 米距离。“如果不是要原地等
待，那我也许不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了。”吴南萌打趣地向记者说。但军人
不能被恐惧吓倒，虽然凶险，但吴南萌
还是进入爆炸现场参与救援，义无反
顾地用身子隔开热气与几个汽油罐的
接触，防止再次发生爆炸。

吉华街道成立后，吴南萌走上了
街道人大办主任的岗位，虽然不用再
经历生死一瞬间的场景，但部队里的
经历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好代表
联系群众，依法履职服务社会，搭设平
台让居民更好地联系代表等工作。

人在责任在
推动解决民生问题

退役后，吴南萌做过维稳信访工
作，也从事过经科统计，有着非常丰富
的基层经验。因为看中他的阅历，组
织在 2017年 10月把他调到人大办从
事相关工作。

不过，如今人大办面临着人手不
足且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强的问题，为

做好市、区提出的加强基层人大工作
要求，吴南萌从加强人员政策水平入
手，每周组织安排学习活动，提升员工
的政策理论水平，增强人大工作观念，
让工作人员更好地服务群众。

为做好代表联系群众工作，也
让群众更容易联系到人大代表，吴
南萌积极搭设平台做好服务，努力
完善了街道的人大代表之家、社区
的人大代表联络站和人大代表联系
点 3 级平台。通过人大办的牵线搭
桥以及人大代表们的推动，近年来
解决了不少民生问题，包括龙沙路
人行天桥建设、三联郊野公园项目
的落实、花语馨小区业主出行难，以
及解决甘坑客家小镇商户纠纷等各
类矛盾纠纷。吴南萌说，今年他还
要推动开展近 100 场人大代表调研
视察活动，帮助辖区居民解决更多
民生问题。

吴南萌表示，干工作还是要有军
人雷厉风行勇于扛责的作风，作为军
人就是要“人在阵地在，人在责任在”，
在今后的工作中他还会不断学习，把
责任扛在肩上，做好新时代基层人大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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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高的项山甑，独具特色的客
家围屋，沧桑古朴的文昌阁，红瓦白墙
的现代民居，点缀在苍翠的山林之间，
既显灵动又不失底蕴。这里，便是寻
乌县吉潭镇圳下村。

从背靠群山、众峰拱卫的偏远之
地，到被挂牌保护的江西省省级传统村
落，近年来，圳下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可谓蹄疾步稳，在大力发展乡村经
济、改善村容村貌的同时，不忘留住珍
贵的历史与人文，成为了“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一片红土地 留住革命记忆

九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革命史
上的一场战斗，将名不见经传的圳下
村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1929年 2月 2日，毛泽东、朱德所
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在开辟赣南、闽西
根据地时途经圳下，并在这里与尾随
而来的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
段珍贵的红色记忆亦随之留下。“当
时，毛主席和红四军司令部就宿营在
文昌阁；朱德和妻子伍若兰则住在恭
安围，后来，伍若兰在战斗中为掩护
军部撤退而不幸被捕……”如今，在
圳下村的老人中间，一个又一个惊险
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仍在经久
不息地流传着。

“圳下战斗是红四军建军以来最
惊险的一次战斗，对研究党史和军史
具有重要意义。”该村支部记刘周园介
绍，为保护红色遗迹、留住革命记忆，
近年来圳下村在对文昌阁、恭安围等
红色遗迹进行保护和修复的基础上，
通过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打造了一个
以圳下战斗旧址为核心的红色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圳下的红色名片由此越
擦越亮。与此同时，该村还对革命印
迹进行内涵提炼，以当代表达传承红
色基因，如以“圳下战斗”为主题，建设
了一个命名为“红军转运廊”的休闲长
廊；为纪念朱德夫人伍若兰，建设了一
个命名为“若兰亭”的休闲亭。

一间村史馆 记住来时路

走进圳下村，一间小小的客家围
屋尤为引人注目：此屋飞檐翘角坡屋
顶，青砖黛瓦马头墙，每个角落里都安
放着一部厚重的历史。

这里是圳下村村史馆，不到百平
方米的空间里浓缩了千年精华。从新
石器时期的陶片器皿，到南宋文天祥
的义军在此战斗时留下的种种遗物，
再到上世纪 50年代留下的一条条打
上了鲜明时代烙印的标语和口号，小
小的村史馆以历史沿革、村落文化、民
俗风情、革命烈士事迹、特色成就等为
重点，通过文字、图片、实物、文物等形

式，还原了圳下村的千年生活图景，再
现一段浓缩的乡村记忆。

“圳下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
厚重文化的村，不管世界变化再日新
月异，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要记住来
时路。”刘周园介绍道，村史馆理清了
古村的发展脉络，讲好了古村的故事，
不仅成为展示乡村传统文化、村风民
俗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成为了促进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的有效载体，“村史馆建成后，不但村
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了，有不少
外地来的游客，对它也表现出了浓厚
的兴趣。大概中国人都有一种浓厚的
寻根情结吧。”

既要革新也要坚守 圳下村锁住了乡愁

吴南萌

圳下村正成为和谐宜居的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