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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前夕，梁镜清带着几名义工

在东华村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月饼

DIY”亲子活动，老少村民聚在村综合楼

里，动手做着各式的月饼，欢声笑语、热

闹非凡。梁镜清是清华大学2007级公共管

理硕士，现任广州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

长，2022年至今在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

华村挂职村党委第一书记。在过去一年多

的时间里，这位“第一书记”给村里带来

了很多新气象：请大学教授给村民子女举

办“学习与择业”讲座，升级改造村、社

党群服务阵地，东奔西走为村集体旧楼加

装电梯……他还想为这个村、这个城市乃

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做得更多。

汛情即命令，“善治”保安全

今年九月台风“苏拉”到来之前，为

让村子能够平安度过这个超强台风，梁镜

清第一时间按照上级要求和台风应对预案

部署防御台风和暴雨等工作。村里有变电

站等重要公共设施，若出现了高强度暴

雨，易使“电房”积水，导致漏电、停电

等后果。梁镜清带领村社干部细致核查

“电房”的排水情况，确保下水口没有被

堵塞，并对“电房”做好全面的保护措

施，甚至还准备了水位过高时的应急预

案。村里还有一些旧房屋，个别已无人居

住，这就需要逐一检查有无安全隐患。在

村综治中心的库房里，还存放了救生衣、

照明灯、干粮饮用水等抢险救灾物资，以

备不时之需。

梁镜清：在大湾区做一个“行善”仆者
○何思萌（2021 级博，法学院）

村里有几位独居老人，子女不在身

边，虽然家庭境况尚可，但是梁镜清放

心不下他们，挨家挨户去和老人们讲：

“台风要来了，刮风下雨在外面很危险，

千万不要出门了。”他还细心询问老人家

里米油菜肉够不够、生活用品缺不缺，有

无药品需要提前购买，有什么困难要解决

等。若发现缺了什么或者老人有什么诉

求，就联系老人的子女亲戚，提醒他们要

多留意关心。在台风来的前几天，镇里的

公众号、村里的微信群反复推送台风防范

资讯。台风来的那个晚上，梁镜清和村里

的村社干部、治保队员轮班巡逻，彻夜值

守，直至天明。巡逻时看到有村民外出但

家中门窗没关好的，就赶紧联系屋主或者

帮忙关闭；看到阳台上还有摆放花盆等杂

物的，也要提醒村民抓紧移走以免坠物伤

人。这一夜，台风肆虐暴风骤雨，但村里

一切安好如常。

梁镜清校友帮助东华村独居老人吴阿姨申

请享受广州市长者助餐配餐送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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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善为”暖人心

在村里，梁镜清每天的工作都需要与

村民群众打交道。起初他担心自己是“外

来的和尚念不好本地经”，但后来发现，

只要秉持一颗为民服务的心，就会得到村

民群众对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为了防

止村里的老人成为电信诈骗的受害者，梁

镜清及时组织村社干部走访了540多户群

众，逐户上门开展反电信诈骗宣传，让大

家提高防范意识；发现独居老人买菜做饭

不方便，请保姆成本又太高，就帮助他们

去申请“长者助餐配餐送餐服务”，每顿

只需自付3元钱，就可以吃到营养均衡、

可口适宜的午餐。逢年过节，惦记着村里

的特殊人群，送些年节礼品；一户村民摩

托车停放位置不当，挡了邻居出行的道，

立刻上去调解；有两户村民邻里因为安装

空调外机的事情僵持不下，赶紧到现场

帮忙协商……民生小事，都是梁镜清的

“头等大事”。

梁镜清还记得刚到东华村时，就发生

了一件大事。村里一个民办学校因施工打

桩不慎，造成临近几户村民房屋开裂。他

回忆道：“当时很担心住在房子里的村

民，这些房子比较老，打桩导致墙体都裂

开了，万一倒塌了怎么办。”随后，他和

村里同事逐户上门查看房屋受损情况，核

查施工单位的程序操作，掌握事故带来的

损害程度等。到协商赔偿时，建设方承认

施工存在疏忽，不慎造成了房屋开裂，愿

意承担一定的赔偿，但是有村民提出，自

家房屋修补难度大、需要更多的赔偿金。

梁镜清经与村委同事深入研究，为防止激

化矛盾、恶化安全隐患，积极协调施工

方，并和村民做思想工作，既晓之以理从

专业角度分析了房屋修补的赔偿标准，又

动之以情表达了对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关

心。最终，4户房屋受损的村民顺利与施

工方签订了赔偿协议，26万元赔偿款及时

支付到位，有效保障了村民的合法权益。

2023年，在梁镜清的推动下，村里一

栋修建年代较早、楼层较高、没有电梯的

村集体公寓楼即将加装电梯，届时将大大

便利住户群众的出行。但是，加装电梯一

事千头万绪，从提出议案到落实资金，

中间有无数的难题。虽然前几年广州市曾

经出台过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补助政策，

但是，当梁镜清想要为村里申请这一补贴

时，却发现该政策仅适用于国有土地性质

的无电梯既有住宅，村集体用地性质的公

寓楼无法享受。在推进工作的过程中，还

有更棘手的问题：没有业主委员会。因为

根据政策规定，农村集体公寓楼的所有权

归村社集体，住户并不是拥有所住房屋产

权的“业主”，无法成立公寓楼业主委员

会，而需要住户自发成立公寓自治管理服

务组织，到民政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后，才

能到银行开立账户，以此名义管理电梯集

资款。在广州市，成立这样的社会组织还

没有先例。

“没有先例，那我们就创出先例。”

梁镜清带着村社干部几番奔走，经过多次

完善申报材料，以及区民政局实地核查，

公寓楼的自治管理服务中心正式获批成

立。但是，居住在不同楼层的村民对于电

梯的需求不同，对加装电梯的态度也不

一。通过多次上门协调，梁镜清和村社同

事终于说服全部住户同意加装电梯，顺利

通过建造方案。此外，他和村社同事又发

动公寓楼全部44户集资了约42万元，还通

过广州市慈善会获得了5万元的资助，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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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了加装电梯的建设安装费用。今年底，

这幢修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公寓楼将装上

新电梯。

补文化短板，“善学”促发展

初到村里工作时，梁镜清在一次与村

社干部交流中得知：村集体经济基础很

好，村民每年分红也不错，但是很少有文

化活动，“精神”没有像“腰包”一样充

实。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村委多注重发展

集体经济，在文化活动上经验不多。

民政工作经历让梁镜清有了个好主

意。“为什么不能把社工组织引到村里

来呢？”于是，他带队拜访了镇里的社

工机构，介绍了村子的软硬件情况，说

服其联合村委申报广州的“公益创投”

项目。经过专家遴选最终成功入围，获

得政府资助8万元，支持社工机构下村，

为村民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提供多元服务。

半年来，依托政府与社会资源，开展了互

助公益集市、征文征画比赛、中秋游园

等多场文化活动，人民日报客户端还报道

了社工机构到东华村开展的惠民政策宣传

活动。 

为了给村里的孩子开拓视野，梁镜清

联合清华大学广州校友会开展了“走进增

城新塘”活动。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学院阳

林教授（1983级机械）给村里的学生举办

了一堂“学习与择业”公益讲座，介绍了

清华大学的历史传承、育人理念和人才培

养体系等，激励村民学生志存高远、自强

不息、报效祖国、回报家乡；粤港澳大湾

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汪广军研究员（2000

级电机）给村民子女上了一场题为“迈入人

工智能新时代”公益讲座，启发大家思考人

工智能对生活的改变，引导孩子们感受前

沿科学的魅力。

梁镜清希望在不长的挂职时间内，为

村民谋得更多的福利。他说：“村里多组

织一点文化活动，村民就能多一点精神上

的愉悦享受，获得感、幸福感不经意间就

会多一点提升。”毕竟，乡村生活不应该

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他希

望村民不仅在物质上“富起来”，在精神

上也要“强起来”。

打通地域阂，“善美”满湾区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

区“9+2”城市群正式起航。梁镜清对自

己的工作又有了新期待：“广州是省会，

地理位置居中，那我们也要跟上国家的部

署，让广州的救助工作融入大湾区的建设

当中，助力大湾区发展。”2022年初，梁

镜清及其同事借助信息化手段，在广东省

率先推行广州深圳两地最低生活保障业务

异地“联办通办”，打通广深两地低保业

务申请、核对、受理、入户调查、公示、

审核审批等流程，使得群众在户籍地与居

住地都可以申请办理救助业务，也为今后

跨地区民生事务办理提供了有益借鉴。在

大湾区，还有一些常住当地的外地户籍困

难群众。按现行国家政策，需回户籍地办

理低保手续。两地往返耗时费力，只能望

“难”兴叹。2022年底，广州在南沙区进

行试点，在大湾区城市中率先制定了异地

申办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政策，将常住在

南沙区、符合救助条件的外地户籍（包括

港澳籍）群众纳入南沙区低保救助范围，

使其能够享受到广州市低保对象同等的救

助待遇，提高了其基本生活水平。

梁镜清很热爱自己的事业，2021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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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救助处打造广州市救助服务“穗救

易”品牌，被评为国家民政部“2021年度

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优秀案例”，构建

出广州特色的智慧救助模式。他把社会

救助工作称之为“善美事业”，他很喜欢

做一个“行善”仆者，无论是在哪个岗位

上，或者到哪个城市，这就是他的初心。

他认为，湾区的发展不是追求“单打明

星”，而是追求“团体冠军”。他说：

“好的经验可以共享复用，好的政策可以

联办通办，这就是大湾区人的相处模式：

“你帮我，我帮你。”

从江苏农村到首都北京，从军区大院

到活力迸发的东莞，曾拥有“雷达梦”的

少年，如今成为了南国造梦者——他是徐

丰彩，曾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南下，进军汽

车、电器、机电工程等多个领域；如今又投

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在技术研发一线

发光发热，还建立了创新工作室，解决企业

的痛点难点问题，增强其核心竞争力。

雷达梦，清华情

1942年5月，徐丰彩出生于江苏省丰

县徐堤口村。幼年时，徐丰彩常常听村里

的老人们讲故事，讲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

“千里眼”和“顺风耳”。徐丰彩不解地

询问“到底什么是千里眼、顺风耳”，村

民们回答他是“一打雷就可以看很远的东

西”“神秘又厉害”。后来，在书本中，

他逐渐对雷达这一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与憧憬之情，开始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

高中时期，徐丰彩几乎次次考试排名第

一。高考后填报志愿，他毫无犹豫地写下

了“清华大学雷达专业”。

1961年，徐丰彩如愿考入清华大学无

线电电子学系雷达专业。清华宽敞的校园

环境与浓厚的学术氛围深刻地影响了这位

徐丰彩：从雷达专家到大湾区弄潮儿
○朱  滢（2018 级美院）

从农村来到首都求学的学子。记忆中，清

华令他感触最深的有几个画面：一是老校

长蒋南翔看到学生们体重偏低，从东北调

来了黄豆磨豆浆；二是物理助教钱启宇在

辅导中对于理论、实践知识的贯通运用，

尤其是对于像“焓”“熵”等热力学复杂

艰深概念深入浅出的讲解，此类知识至今

仍为徐丰彩所用；第三是教授“无线电技

术基础”“微积分”等基础课程的老师们

对于基础知识仔细、透彻的传授，为徐丰

彩日后的科研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地基。

“那个时候我们学制是六年，高等数

学就要学三年。我感觉搞科学研究，不明

白数学，就相当于少了一条腿，而清华的

老师们特别能够把高等数学这个看似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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