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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就要到了，在检查

出租房消防状况途中，陈立猛

还看望了困难老党员老陈。

老陈见到陈立猛，热情地将他

迎进屋。老陈腿脚有点不利

索，仍坚持自己给陈立猛倒开

水。

“他是我们村的宝。”坐下

后，老陈说，联光村情况有些

特殊，村“两委”班子一直不齐

全，但是村里又面临大建设大

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陈

立猛这几年驻联光村，可给大

家办了不少实事，是村里的主

心骨。

老陈印象最深刻的是陈

立猛对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决策。

2010 年前后，因为商业

街以西文华路J、S地块旧村改

造时，市农住建办予以联光村

确认了 6 间宅基地，价值 700

多万元。当时许多村民都惦

记着这块钱，分掉的话每户有

2 万元左右的收入；但陈立猛

坚持不分，主张留在村里作为

集体资产。

“联光村基本上没有固定

资产，集体经济薄弱，想干点

事往往是有心无力。”陈立猛

说。于是，他一一走访不理解

的村民，还召集村“两委”里退

下来的老同志，解释壮大集体

经济的必要性。不少老同志

理解了他的心思，帮着一起做

村民的思想工作，6 间宅基地

保留下来了。

还有一件事则让村支书

陈忠里感慨不已。2012年，正

是我市旧村改造新旧政策交

替之时，陈立猛意识到联光村

旧村改造势在必行，于是申请

继续享受老政策的福利，也就

是一间房子拆迁后，返回的住

宅面积为220平方米，比新政

策多10平方米。“对一户人家

来说，增加的面积不大，但对

于整村来说，达 3000 多平方

米，就相当可观了。”

2011 年，汀田撤镇改街

道，成为我市城市东扩的主战

场之一。作为街道职能部门，

城 建 办 的 工 作 繁 重 可 想 而

知。此时，升任街道城建办主

任的陈立猛，驻村任期到了，

根据规定，他也无需驻村了。

但联光村的党员干部不干了。

“旧村改造是我们村前后

30 年来最重大的项目。只有

抓住这次机遇，发展村集体经

济，才能最终改善所有村民的

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陈立

猛熟悉联光村、熟悉旧村改造

业务，又一心帮着我们村，他

不能走！”陈忠里说，他们向办

事处提出了强烈的要求。联

光村的态度，让陈立猛的心软

了下来。这一留，到现在又是

4年。

当天17时左右，陈立猛回

到办事处。此时，不少人在准

备下班，但他的办公室外，有3

批村民在等着他。他们都是

来询问旧村改造和拆迁有关

情况的。送走所有的村民，已

是18时许。

“城建办现在只有 3 名工

作人员，要忙的事情实在太

多，大家都在连轴转。”陈立猛

笑笑说。

此时，办事处外的大街

上，已是华灯齐放。

一天里，记者随陈立

猛下村入户，所见所闻，感

受最深刻的是他心中有百

姓，工作有办法，上谙熟政

策，下能接地气。

旧村改造，为村民争

取到有利的政策；宅基地

返回到村，作为集体资产，

为今后村里持续发展、村

民长远利益提供保障；入

户入企仔细检查消防整改

落实情况，使大家有个安

全生产、生活环境⋯⋯所

有这些，体现出陈立猛处

处为百姓着想，事事为村

庄发展。

同时他讲究工作方

法，对于宅基地作为集体

资产予以保留，通过争取

老同志，共同做工作，使全

村群众最关切的利益问题

得到完满解决；他与村民

拉得起家常，叫得出绰号，

是朋友关系，能用最通俗

的语言和群众沟通，把国

家政策传递下去、落实到

位。

心中有百姓，工作有热

情、有干劲。汀田街道作为

我市城市建设主战场之一，

作为职能部门，街道城建办

要做的事情很多，人手却相

当紧缺。正因为心中系着

百姓，陈立猛能继续兼着驻

村工作，即使再忙再累，也

要尽心尽责为村民做事，不

辜负村民的期望。对此，联

光村干部群众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

百姓心中有杆秤。驻

村干部工作好不好，群众

说了算。多年来，他帮助

村里出点子、解难题，一切

以村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为村级经济发展出谋划

策，是名副其实的“助村干

部”。联光村党员干部对

陈立猛的驻村挽留，就是

对他“助村”工作的最大肯

定。

像陈立猛这样的“助

村”干部，我们要点赞！

汀田街道联光村驻村指导员陈立猛的一天

驻村就是要助村
■记者 黄丽云 陈增童/文 陈立波/图

陈立猛，44岁，陶山镇荆谷人，1990年底入伍。2000年退役，被安置于汀田镇政府工作，现为汀田

街道城建办主任，联光村驻村指导员。曾被瑞安、温州市人民政府评为禁毒工作先进个人，去年被评为

温州市“三改一拆”先进个人。

9月25日上午8时正，陈立猛来到汀田街道办事处大厅右侧楼梯口，在打卡机上摁了下手指，进入

办事处办事大厅边上的办公室，匆匆交代同事当天要取回各村违章建筑情况调查表，便马不停蹄地赶

往联光村。

陈立猛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是联光村的驻村指导员。联光村目前正处于“大建设”时期，项目

多，村情比较复杂。如何帮助村庄建设发展，是他近来的工作重点。

旧村改造，释疑解惑不厌其烦

8 时 20 分，陈立猛到达联

光村，首先组织村“两委”召开

了个会议，部署近期村里重点

工作，并就有关问题作了探讨。

旧村改造和文华路建设是

目前联光村头等大事，而这两

个项目都面临着政策处理的问

题。9 时 40 分许，村“两委”会

议一结束，陈立猛来到了联光

村 J、S 旧村改造地块听听村民

的反应。

“我们这里什么时候开拆

啊？”

“早点拆吧，我是坚决支持

旧村改造的。孙子都长大了，

住这样的老旧房子，孙媳妇都

难娶啊。”

“一家 4 口住在不到 40 平

方米的矮房子里，早盼着能改

善一下了。”

见到陈立猛等人，许多村

民围上来，询问旧村改造有关

情况。陈立猛耐心地作着解

释。

J、S 地块现以旧房和危房

为主，实施旧村改造，改善居住

环境，得到周边村民支持，但也

有不少人心存疑虑。

“房子拆除后，怎么安置？

工期能保证吗？”村民陈先生询

问。他说，周边有的村老房子

拆除了，新房子建到一半却因

各种原因停住了，村民在外面

租住，不知道啥时候能住上新

房子。“咱们村旧村改造，涉及

300多户，每户一年租金算1万

元，工期要是拖上半年，大家的

损失就是 150 万元。”他跟陈立

猛算起了账。

“我们村是市里试点村，将

推行政府介入的旧村改造模

式，村民可自行选择一种对自

己最有利的方式。”陈立猛对大

家解释，一种是本地安置；再一

种是异地安置，政府将在别处

建设安心公寓，让村民入住；第

三种是房票补给安置，拆迁的

房子折合成人民币，以房票的

方式补给住房，这张房票拿到

瑞安任何开发商那里购买房

子，都可以抵现金，多退少补，

“这对孩子即将上学的家庭来

说，能选个更好的学区，可是一

件好事”。

陈立猛说，三种模式供村

民选择，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

工程的腐败问题，同时有市里

支持，资金上有保障。

听完陈立猛的解释，陈先

生说，他期待旧村改造工程能

早日上马。

“大家的意见统一了，就可

以启动。”陈立猛说，相信联光

村的旧村改造工程会顺利进

行，他会在村民间多加宣传，打

消大家的疑虑。

消防整治，心中有张安全地图

下午 14 时，陈立猛和村干

部来到文华东路，巡查出租房

整治情况。每个月他都要抽出

一定时间检查消防情况。

文华路 42 号是出租房，半

年前木质楼梯改造浇筑上混凝

土，明火则全部集中在一楼。

“出租房并不是整改一次

就成的；租客换了，有可能出现

新安全隐患，比如电线又开始

乱拉、明火搬到楼上去等等，需

要经常监督。”陈立猛说。

“房子里的报警器数量还

不够，要尽快安装。”检查一番

后，陈立猛嘱咐房东说。

42 号房子后面有间出租

房，陈立猛每次来都要去查看

一下，因为这里住的多是老

人。

“老陈好，又来啦！你看，

你看，我们把明火都集中在一

处啦！”一位正在二楼房间里忙

碌着的老人，见陈立猛上来，热

情地招呼着，并带大家到里面

的一间房子观看。老人名叫陈

金华，今年 60 多岁。他说，办

事处和村里经常来检查，是对

他们安全负责。

“一定要注意，就像在自己

家一样。”陈立猛叮嘱老人说。

企业的安全生产也是村里

的重点工作。

“楼梯口是逃生通道，可不

能堆杂物哦。”

“除了逃生通道，也要安装

水泵，万一发生火灾，便于员工

取水灭火。”

“发动机旁边的棉花碎屑

要清扫掉，最好安装风力设备

将其吹走，以防发动机发热，导

致火灾。”在联光村最大的服装

加工厂“金登来”，陈立猛细细

地检查消防设施，并提醒企业

主要进一步完善。

不知不觉，已过去2个多小

时，陈立猛查看了十几户出租

房和企业。他说，每3个月自己

要全村巡查一次。

在提醒企业主要注意消防

安全同时，陈立猛还对东新路

东侧几家企业主说，连接人民

路和滨海大道的文华路即将上

马，部分厂房要拆迁，要提前做

好准备。

村“两委”的挽留，
又当了 4 年指导员

[采写手记]

陈立猛陈立猛（（左一左一））走家串巷与村民沟通走家串巷与村民沟通

陈立猛走访困难老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