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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松园热心公益居民李振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首毛主席的《七律·人

民解放军占领南京》，72岁的李振林背诵得充满感情，诗词的背景故事他也是信手拈来。作为一名39年党

龄、40年教龄的东坝人，退休后的20年里满腔热情地服务社区居民，发挥自身所长传播正能量。

李振林退休前在朝阳区老君堂小学

任校长，用他的话说，语文、数学都教过，

还当过一段校内辅导员。上世纪60年

代，还在读师范的他就来过东坝帮助收

麦子，“当时对东坝印象就不错，人民勤

劳、朴实。”1997年，通过单位分房，李振

林全家搬到了东坝乡，随后，党组织关系

也转到了所居住社区。

“社区那会儿跟现在的太不一样了，比

较小、人员少。”李振林说道。2003年，李

振林被选为楼长，他尽心尽力为居民做好

服务；2005年，负责协助社区做保持党员

先进性教育组织活动工作，当时，经常需要

派人到乡里开会学习，居委会负责党建的

老大姐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社区就派

李振林前往。李振林学习、领会精神后再

向大家传达。2006年2月，社区成立党

委，李振林被任命为第一党支部书记。

多年来，李振林坚持不懈地学习宣传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利用不同的讲座形

式，为居民讲党史、讲党课，积极宣传党的

政策。从2002年至今，社区百姓大讲堂

里总能见到他的身影。截至目前，李振林

为社区居民开办课程100余节。

“李老师讲党课生动有趣，居民听得

津津有味，现场气氛特别好。”社区工作

人员介绍到。为了紧跟时代，及时掌握

政策方向，李振林每次讲党课的时候都

会提前备课，不但要查阅大量的文字、视

频资料，还要针对听课人员的学习能力

和文化水平，用追根溯源、层层递进的方

法讲解，既深刻又全面。听的人感觉不

枯燥，有兴趣，课堂上时时能听到阵阵的

掌声和欢笑声。

李振林的课讲得好，在广大居民群

众中间口口相传，每次只要开讲，现场都

是座无虚席。有次上课，一位居民来得

晚怕打扰课堂秩序，愣是趴在窗台上听

了一节课。“讲党课也好，讲历史也好，本

身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能出错。”李振林

在谈及为把党的政策宣传到位，背后所

付出的努力时，郑重的语气反映出身为

老教师的严谨，也恰恰因为这份较真儿，

多年来，李振林的课堂知识点从未出过

一次差错。

“社区讲堂不同于校园课堂。”李振林

说，重点要抓得准，跟党的精神要准确结

合。还要用符合老百姓的语言说出来，这

就需要有一个转换的过程，首先就得条文

吃透了。李振林多年养成每天早中晚各

拿出专门时段，采用上网、阅读报纸的方式

学习、关心国家大事，还会对热点内容进行

分析，并与居民分享。

此外，李振林还结合社会热点开设

专题讲座，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开

展“百年奥运”“如何做好奥运的安保”

讲座，并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巡逻站岗，维

护治安。

邻里和睦，社区才能和谐。李振林在

担任楼长期间，邻里间因小事发生矛盾

时，他总是出现在现场，用真心化解纠纷。

一天，李老师所住教师楼2单元的五

层，发出激烈的争吵声。原来是502的

下水管道坏了，污水渗出，难闻的味道充

斥室内。更换新的下水管需要撬开六层

住户家地板找到接口，于是便与602的

居民商量，而602一家因刚装修完不久，

一听说要破坏地板就坚决不同意。3次

协商无果后，502的居民便赌气地说：“我

把水管堵上，你家污水别想从我家流过。”

原本关系不错的两家人，一下变得水火不

容。李振林问清事件的前因后果后，来到

602居民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道：

“都是明白道理的教师，您想想502家的

下水管流的是谁家的水？如果下水管不

修好，您家的水也是流不出去的。到时候

污水倒流，岂不损失更大？现在502一

家出钱修，要是我可是要赶紧抢这个便宜

哟！”事情在李老师循循善诱地开导中有

了转机，602户主的态度缓和了并道出自

己的顾虑：“我一辈子就装修这一回，花了

不少的心血，没承想这装好还没几天就要

拆地板，我心疼呀！”李振林见状赶紧说：

“工人动工时小心点，复原应该问题不大，

到时候我亲自来监工。”就这样一场矛盾

化解了，两家人重归于好。

李振林成为东坝居民26年来，亲身

感受到东坝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居民幸福感增强。他说，这来源于领导

干部为民办实事的决心，也来自始终保

持勤劳、诚实、倔强传统美德的东坝人。

人生最美桑榆晚,最是夕阳红满天。

李振林说，退休后就变成了社区人，作为

党员要为社区做贡献，服务社区居民，奉

献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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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邻里和谐 甘当居民调解员

编写书籍讲北京 荣获全国奖项

发挥优势 为居民开讲党课百余节

通俗易懂“社区讲堂绝不是校园课堂”

“大伙都知道北京以前叫北平，北

京这个名是哪年哪月哪天开始叫的？”

“北京什么时候建的？城市什么时候建

的……”相信很多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看

到这些问题都会一时语塞。这些问题的

答案在李振林编辑完稿并成功出版的

《北京人话北京》里都能找到。说起编写

这本书的初衷，李振林介绍，当年朝阳区

社区学院整理资料去参加全国评比，在

走访社区时发现李振林在给社区居民讲

历史，就上报了这个课题。

李振林年轻时就酷爱历史，在当老

师时有意收集资料，无心插柳的爱好

此刻派上了用场。那段时期，他习惯

性晚上写稿，十点开始写到凌晨两三

点钟，甚至更晚，夜深人静，思路连贯

又清晰。一共用了八个月的时间，他

便完成了手稿28万字，成稿35万多字

的工作量。

编写过程辛苦，又没有一分钱稿费，

但李振林在喜欢的历史面前甘之如饴，遇

到答案模糊的题目，他用心查资料考证，

每周都会到朝阳区图书馆借阅相关书

籍。“要严谨，尽量有趣味，让人看得下

去。”李振林说到。

2016年，《北京人话北京》首次出版，

目前已经刊出两版。作为朝阳区特色教

材，获评北京市社区教育特色教材一等

奖，并荣获全国社区教材优秀奖,同时在北

京各个社区进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