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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幸福福的的路路越越走走越越宽宽
□ 许 晨

一

　　“历经坎坷路，笑迎春风暖，
　　双脚踏上幸福的路，
　　越走路越宽，越走路越宽……”
　　前不久，我走在一条名为“幸福街”的
道路上，耳畔情不自禁响起反映乡村变迁电
影《咱们的牛百岁》中的插曲。悠扬欢快，
情深意长。尤其遇到几位正在街上散步、买
菜、去茶馆喝茶的居民，随口聊了几句
“天”，更是感受到一种发自肺腑的愉悦和
满足。
　　哦，这里就是青岛市李沧区的上流佳苑
社区——— 一个曾经与当年电影中展现的一
般无二、甚至比它还要贫穷落后却发生了
沧桑巨变的村庄。其中的带头人不是“牛
百岁”胜似“牛百岁”，名叫李存业，是
上流佳苑社区党委书记，“全国优秀党务
工作者”“山东省担当作为好书记”。
　　在这条南北长二百多米、连店铺带人
行道宽不过十几米的步行街上，依次排开
便民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幼儿托
管、超市百货、蔬菜生鲜、休闲茶室、活
力酒馆、绿色快餐、土产五金、美发沙
龙、便民银行等多种商业业态，中间广场
上还有健身器材和休息小憩的桌椅。社区
居民从小到大到老各个年龄段，都有“为
您服务”的项目。
　　最有特色的是便民服务中心：全面整
合居民日常生活可能遇到的难事、杂事、
小事——— 诸如换灯管灯泡、下水管道疏
通、清洗吸油烟机、修裤脚、磨菜刀、洗
衣机空调厨卫电器等家电维修、家庭常用
工具借用、代买车票、代为挂号等5大类40
小项，几乎所有与每家每户密切相关的
“家长里短”，都可以在这里实现“一站
式解决”。
　　街北空场上，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学生
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游戏。时值太阳偏西
了，按说小学已放学，难道还有课外补习
班吗？看着我疑问的目光，陪同我参观的
社区工作人员康保兰一边引领进屋，一边
笑着说明：
　　“这是幼儿托管中心，专为解除年轻
父母后顾之忧办的。小学放学早，社区就
聘请老师将孩子们接到这儿来，写作业、
做活动、看课外书，等到爸妈下班时再接
回家。”
　　“嘿，真好。”我不由赞叹道：“需
交多少钱呢？”
　　“不收费，社区负担了。”
　　当我信步走进门楣上写着“吃茶去”
三个大字的幸福街茶馆时，更是大开眼
界，心旷神怡。里边摆放着一张张擦拭一
新的桌椅，井然有序，干净舒适，房间里
还提供有棋牌、乐器、图书等等。这比一
般的茶馆丰富多了，俨然是一个社区文化
活动室。
　　经营茶馆的是一位满面春风、口齿伶
俐的女士，宛如京剧现代戏《沙家浜》中
春来茶馆的“阿庆嫂”。她名叫刘霞，曾
在外地做了20多年的茶叶生意，去年被上
流佳苑社区聘请回来，专门运营这个茶
馆，为社区居民服务，见我们来了，热情
地介绍道：
　　“要说我们的茶馆啊，自开业以来，
几乎每天都客满，光茶叶就要用掉好几
斤。居民来这里不仅仅是喝茶，这里还是
聚会拉呱的场所，唱戏听书的舞台。社区
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天免费一壶茶，还可
以带自己的朋友来一起享用，大家可喜欢
了。”
　　这太好了！我看到一间茶室正有两位
老大妈坐着喝茶，分别穿着时尚的春装，
面前手边都放着一部智能手机，就饶有兴
趣地走过去聊天：“大妈好！你们就是社
区的居民吗？日子过得怎么样？”
　　“是啊，俺都在这个村过了几十年
了。日子嘛，那是越过越好，要不哪有闲
心来喝茶呀！”其中一位红衣大妈笑得眯
起了眼。
　　“老嫂子，咱现在叫上流佳苑社区，
你老是记不住，还是村啊村的，就让人家
笑话你土吧！”对面大妈有些嗔怪地纠
正着。
　　“没有没有，没笑话，还感到亲切
哩！”我连忙解释着：“咱就是从农村走
过来的，没想到现在变化这么大吧？”

　　“对，俺这里从前叫李家上流村，可
穷哩！穷到什么样？那时候连地瓜干都吃
不饱，还得上山挖野菜。今天的日子，做
梦都想不到啊！”
　　“看得出来，家家都住上楼了，也都
有小汽车了吧？”
　　“那是，哪家都有，有的还好几辆
呢！只要你会开，就给你买上车。可惜俺
这个年纪，只会坐车了！哈哈……”
　　笑声朗朗，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二

　　李沧区上流佳苑社区的前身是李家上
流村，名称来源于流经青岛市区最长、支
流最多的一条河流——— 李村河。早在明朝
永乐年间，李氏先祖由云南徙居而来，勤
恳劳作繁衍生息。因居住地在河道上游，
当地人称为上流，村名即定为李家上流。
　　历史的长河千回万转，一往无前，李
家上流村与华夏大地众多乡村一样，经历
了种种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迎来了当家做
主人的新生。尤其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雨露，农民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扬眉
吐气，挺直了腰杆。
　　不过，虽说一家一户耕种责任田，再
也不用为吃穿发愁，可集体经济却一穷二
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辛苦劳作一年，
人均收入也不过六七百元。村容村貌更是
没法看。人心散了，村子乱了，一句顺口
溜是当时真实写照：“房子可以随便建，
支部书记轮流干。”
　　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土生
土长的李存业为人正直，血气方刚，早早
办起了养殖场，每年能赚不少钱，可看到
乡亲们还守着“穷窝”混日子，于心不
忍。1993年，在区委驻村工作队的鼓励支
持下，时年29岁的李存业毅然放弃了几十
万元的生意，当起了“穷村官”。
　　亲友家人大都不理解，纷纷劝阻道：
“你这是咋想的？这个村子又穷又乱，没
个好，有你哭的时候！”
　 　 “ 个 人 富 不 算 富 ， 共 同 富 裕 才 是
福。”李存业意志坚定：“现在政策好，
只要肯想办法下力气，大伙都能过上好日
子。”
　　那时，村委没有像样的办公场地，也
没有什么办公用具。李存业就找间没人住
的旧房子修了修，从自家搬来桌椅、拿来
暖壶茶碗，挂上村委会牌子正式办公了。
不料，有人根本信不过，竟然连夜给偷偷
摘了牌子去……
　　百废待兴，首要是转变思想观念和工
作作风，树立正气。李存业与村“两委”
班子成员商定：先从整治村容村貌开始。
那时候，有的村民私搭乱建违规房，垃圾
污水遍地流，谁说也不听。李存业想来想
去，正人先正己，“第一刀”砍向了自家
亲戚。
　　他的大舅哥在街头盖了几间房，办起
了小卖部，天天能挣上“活钱”。李存业
决定先拆这一处，几次三番去找大舅哥商
量。这等于断了来钱路，人家那是一百个
不愿意。后来，一听他的声音，连门也不
让进了。年轻的村支书毫不气馁，把媳妇
和丈母娘搬出来帮助作动员：
　　“一家人得支持我工作啊！只要咱出
以公心，一碗水端平，就一定能使穷村变
个样，到那时大伙都受益。”
　　苦口婆心，总算说通了！拆违那一
天，李存业带着施工队来了，自己头一个
爬上房顶扒下了一块砖。接着“咣咣当
当”一阵响，打响了全面整治的攻坚战。
村民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这届班子是干
真事的！
　　此后，李存业和村“两委”成员更加
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就把占用公共区域的违章建筑全部拆
除。紧接着，又相继解决了自来水入户、
路面坑洼、污水横流等困扰村民多年的
“老大难”，李家上流村焕然一新。
　　接下来，李存业深知，只有搞好集体
经济，大家生活才能好起来。于是，他们
一班人一边整治村容凝聚民心，一边千方
百计招商引资。
　　凭着多年诚信做生意的好人缘，他联
系上了一家韩国客商，说服人家到本村来
办厂。可那位“老板”前来李家上流村一
看，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原来没有合适的
厂房，如果自己去建设，投资成本就加大
了。李存业弄明白了此事，当场保证：

　　“再过几天你来看，一定会有新车间
交给你！”
　　“好哇，你有厂房，我付租金，设备
技术我来办。”
　　话是这样说，可盖房子的钱从哪儿来
呢？只有大公无私，以身作则，才会带领
大家冲上前。就像战争年代一样，大喊一
声：“同志们，跟我上！”带头冲锋，胜
利在望。
　　李存业回到家说服了妻子家人，把自
己做生意积攒的30万元拿出来，同时得到
村“两委”成员和老少爷们儿的大力支
持，又筹集了10万元，组建了建筑队、建
材厂，没黑没白地干起来。
　　半个多月过去了，一排排新厂房拔地
而起。李家上流村办起了一家韩资食品
厂。当年产销两旺，村里拿到8万元租金。
这在当时可是挖到了“第一桶金”啊！
　　村民们受到了鼓舞，更加信任李存业
一班人了！他们一鼓作气：实施土地流
转，招商租赁、制造加工等多业态运营，
先后引进建材、工艺品、教育产业多家内
外资企业，集体经济像“滚雪球”一样发
展 起 来 ， 村 民 人 均 收 入 和 福 利 也 大 幅
增加。
　　2001年，李家上流村实行了养老和医
疗保险制度；2004年10月，按照国家有关政
策，“村改居”，村民转为城镇户口；
2005年9月，创立了青岛李家上流实业股份
有 限 公 司 ， 李 存 业 众 望 所 归 当 选 为 董
事长。
　　自此，他们走上了集团化、集约式、
高效益的道路。原来的村民变成居民、进
而成为股民，人人衣食无忧，家家安居乐
业。李家上流村过上了名副其实的“上流
日子”。

三

　　20 0 9年9月，作为改善民生、促进发
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民心工程，青岛市旧
城区、城中村改造（简称“两改”）工作
如火如荼，李家上流村也是“两改”项目
之一。精明强干的李存业认真思考并与
“班子”商量，感觉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加快城市化进程，自拆自建，创造美好
家园。
　　于是，他们设想另外建设新社区，流
转出原村土地，扩充升值空间。群众能不
能同意呢？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存业带领班
子成员，不辞劳苦，对全村400多户居民进
行了一对一的走访，挨家挨户解释旧村改
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的种种好处。
　　“大叔大婶，咱在这里统一规划设
计，建新房子，跟城里人一样住大楼，小
区内有花园、健身广场。多好啊！”
　　“好是好，咱住平房可是住惯了，养
个鸡鸭，种个小菜园，方便。这都上了
楼，养鸡种菜怎么办？”
　　“哎，这些社区都想到了，咱有自己
的物业和副食公司，蔬菜鸡蛋什么的集体
供应。你看城里人哪有自己种菜的？”
　　一番真诚的话语，就是开心的钥匙。
　　为民着想，说话算话。社区居民们对
这个旧村改造方案，给予了极大支持。在
拆 迁 过 程 中 ， 李 家 上 流 村 实 现 了 三 个
100%——— 居民表决同意率100%、7天内签
订协议率100%、20天内搬迁率100%。
　　新居选址于老村庄东、金水路北侧，
占地6 . 3万平方米。他们创造性地采取了
“先建后拆、自建自拆”的模式，成立了
自己的置业公司，在为居民把好房屋质量
关，保障工程施工进度的同时，节省各项
资金2000余万元，为群众争取到了最大的
利益。
　　新房竣工后，社区党委在充分征求居
民意见的基础上，又建设了3 0 0 0 余平方
米、功能齐全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群众
事务集中便捷办理；按照亲水性和原生态
的设计理念，打造环境景观，三季有花、
四季常绿，命名为“金水源小区”。
　　一片锣鼓鞭炮声中，全体居民于2011
年10月喜迁新居，从此告别了祖祖辈辈居
住的低矮平房，住进了宽敞明亮、环境优
美的现代化花园式生态小区，实现了从
“落后村居”向“幸福社区”的转变。
　　2016年，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管理，
经李沧区委、区政府批准，他们顺利转变
为城市社区体制，更名为世园街道“上流
佳苑社区”。
　　这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观念和生

活的转变，在党建引领下，实现社区基层
治理现代化，走好既富“口袋”，又富
“脑袋”的共同富裕之路。进而，李存业
一班人抓住李沧区东部大开发、大建设的
机遇，配套建设产业加速器、综合服务中
心和金诚、金诺商务中心等办公集群项
目，社区经济如同插上翅膀一样腾飞了。

四

　　早在2004年，李家上流村就施行“党
员联户”制度，成功完成了集体经济改
制、土地量化和旧村改造等群众关心的大
事。如今，为了提升为民服务“精准化精
细化”水平，结合城市基层党建要求和社
区实际，他们把党员联户“1+10”模式扩
展为“1+3+N”模式———
　　“1”是指1名社区党员，“3”是指
物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共建单位党
员，“N”是指联系N户群众，共同组成
服务群众“微团队”，解决联户居民诉
求，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其中，他们了解到：目前群众反映迫
切的问题之一，就是给旧楼加装电梯。建
于几年前的金水源小区，有十几栋楼是
五、六层高的楼房，按当时设计无电梯。
随着时间推移，老年人越来越多，每天上
下楼成了一个难题。给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成为一项势在必行的惠民工程。
　　有关部门政策规定：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工程，需要全楼居民通过，一二楼的居
民感到不需要电梯，并考虑到噪音、光线
会影响生活质量，不愿意加装。一些老旧
小区因此而无法推进。
　　上流佳苑社区不存在这个问题，联户
党员纷纷下沉到居民家中，征求意见，说
明情况。三层以上的居民家家赞成，个别
低层楼的住户有些顾虑：“这对楼上的当
然 是 好 事 ， 可 咱 用 不 着 ， 还 增 加 了 噪
声……”
　　“大爷大妈，你们为多数人做了‘牺
牲’，社区会考虑补贴的，让每一户都高
兴。”
　　最终，居民表决同意率10 0%，仅仅
用了3个月时间，就把11栋旧楼的42部电
梯全部安装完毕，低楼层居民拿到了社区
补贴。皆大欢喜。
　　这天，62岁的李国强老人从河畔晨练
回来，没掏钥匙也不刷卡，往人脸识别屏
幕前一站，“滴”一声大门开启，电梯自
动降到一楼，进电梯后不用按键，语音无
接触式呼叫，自动点亮目的楼层。
　　如此便捷地出入社区楼房，这是李村
河畔土长土长的李国强做梦也不敢想的生
活。回想当年抓阄回迁时，他接连抓了两
套6层顶楼的房子，由于没有电梯，平常
很少下楼。
　　“现在好了，十几秒就到了6楼。以
前是‘臭手’，现在大家都说你真有福
气！”
　　自从总书记视察之后，社区党委以
“归零”的心态再出发，一方面继续大力
发展集体经济，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就是
沿着“三放两化”的大方向，为群众创造
更加安乐的生活。
　　特别是在已有的智慧社区框架基础
上，投资40 0余万元进行改造升级。围绕
“更安全、更便捷、更宜居”的目标，研
发了无感通行、智能垃圾分类系统、高空
抛物实时监测等模块，社区能在第一时间
接受反馈，进行处理。
　　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了，首都北京举行了隆重热烈的纪念活
动。李存业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党
务工作者”荣誉称号，与来自各行各业的
党员代表，应邀前往天安门广场出席庆祝
大会。
　　花如海，歌如潮，李存业的眼睛湿润
了……

五

　　从北京归来，李存业的心情如同家乡
的黄海一样，春潮奔涌，激动不已。他与

班子成员分享了自己的感受，提出了一个
新课题供大家思考、讨论：如何进一步做
好 工 作 ， 让 社 区 群 众 感 到 更 加 幸 福 美
好？！
　 　 大 家 兴 致 勃 勃 ， 纷 纷 发 言。有 的
说：这几年咱是兢兢业业，居民直叫好。
再做些什么呢，还得好好想想。有的讲：
还 不 够 ！ 有 部 电 视 片 叫 作 《 永 远 在 路
上》，为居民做好事、做实事就需要永远
在路上！
　　“对！为人民服务，应该永远在路
上。”社区党委书记李存业饱经风霜的脸
上满是坚定，一锤定音：“这样吧，我想
了一下，过去做了不少事好是好，可有些
分散。下一步咱们将服务项目集中在一条
街上，一站式解决所有需求，满是幸福
感，就叫‘幸福街’吧！”
　　“好、好！”大家举双手赞成：“过
去咱村建过‘幸福桥’‘幸福堂’，再打
造一条‘幸福街’，肯定受欢迎。说不定
还会成为网红打卡地呢！”
　　“那就这样办，大家分工负责，发挥
党员联户、志愿者的作用，抓紧具体落
实！”
　　很快，他们就将群众诉求和建设方案
拿了出来，先后召开居民代表会、专家论
证会、收集反馈清单，不断修订完善。重
点解决居民在社区医疗、居家养老、幼儿
托管、便民服务等不好办、办不了的急难
愁盼事项。
　　2022年9月28日，李沧区上流佳苑社区
幸福街建成开街了！
　　一大早，这条街上就热闹了起来。身
着盛装的居民们喜笑颜开，呼朋唤友。最
为开心的还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个个
举着彩色气球，欢呼雀跃地跑来跑去。
　　临时搭起的大红色背景板上，印着醒
目的两行大字：筑梦新起点，启航幸福
街。空中，飘着系有“幸福街·盛大开
街”字幅的气球。上午10点左右，开街仪
式正式开始。锣鼓喧天，乐曲高奏，人们
兴高采烈，跳着喜庆的舞蹈，拉开了仪式
的大幕。
　　上流佳苑社区党委书记李存业、世园
街道党工委书记姜岱尧、社区居民代表李
国强等人走上主席台，按下按钮，印有
“上流佳苑幸福街盛大开街”字样的巨大
横幅缓缓展开，随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
声。人们蜂拥而至，摩肩接踵，走在幸福
街上体验幸福。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
芭蕉。”
　　这是古人写下的诗句，感叹光阴似
箭，岁月如梭，仿佛转瞬间就是春去秋
来，星移斗转。实际上，当下比任何一个
时代更加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传统意义
上的乡村——— 李家上流村，早已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沧桑巨变。
　　那“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落地摔八
瓣”靠天吃饭的难熬日子，那顶着高粱花
守着一亩三分地的小农经济，那猪圈鸡窝
柴火垛遍布房前屋后的穷村乱象，那满脸
菜色连地瓜干都吃不饱的庄户人影像，被
远远地抛在太平洋里，一去不复返了。
　　当年我们心心念念消灭“城乡、工
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向
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
如 今 完 完 全 全 变 成 了 现 实。这 里 的 农
民——— 李家上流村的农民，是站起来的农
民，不，严格来讲，他们早就不是农民
了，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豪迈步伐，随着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村改居，行政改制，
以及自己奋发有为的拼搏努力，早已脱胎
换骨，变成了城市居民，甚至超过了一般
“城里人”的生活水平。
　　好一个上流佳苑社区啊！应该说，已
经把中国农民的“幸福梦”变成了现实！
　　不是吗？当我在他们所建设的这条
“幸福街”上漫步时，当我坐在上流便民
大食堂享受物美价廉的餐饮时，当我与所
见到的一位位普通居民聊天时，就深切体
会到了他们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幸福
感受。
　　我的心灵被深深震撼了！
  共共筑筑中中国国梦梦，，需需要要经经济济社社会会的的不不断断
发发展展，，需需要要民民生生的的持持续续改改善善，，这这是是复复兴兴
之之 本本、、梦梦 想想 之之 基基。。中中 国国 梦梦 不不 是是 空空 中中 楼楼
阁阁，，民民生生改改善善是是最最好好的的诠诠释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