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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安安寺寺··

综合

16岁参军 他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小文教”

□记者 廖荩薇

拥有 67 年党龄的潘志诚身着一袭
军装， 虽然距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已
过去近 70 年的时间， 但 86 岁高龄的
他仍然可以挺直身板、 中气十足地唱
一曲朝鲜民谣《拖拉机》。 潘志诚家中
有几本厚厚的文件夹， 据他的女儿介
绍， 父亲将自己从当兵开始所有照片
整理成册，并每张都加以标注，这些文
件夹清晰地记录了潘志诚从参军到从
事外事工作，几十年的人生历程。 潘志
诚翻开一张张老照片， 讲述起他的故
事……

静安寺街道三义坊的居民潘志诚，
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
1951 年 5 月，潘志诚参军。 1952 年 10
月，年仅 17 岁的他“雄赳赳，气昂昂，跨
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中
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三营十连任文化助
教。 1953 年 9 月回国，19 岁那年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部队里年龄最小的“小文教”

1952 年 10 月的一天， 潘志诚正在

给十几位战士上文化课，忽然接到“停
止上课，马上到团部整训，并作长途行军
准备”的命令。 当时只有 17 岁的他，作
为一个小战士， 还不能理解这个命令的
意义，但是老兵们都意识到：“部队要去
打仗了。 ”

17 岁的潘志诚因为读过中学，又有
一年半的军龄， 所以被提拔为军队文化
助教。 部队行军走得很快，瘦小的潘志
诚随身携带着一块小黑板、一把胡琴、一
根笛子、一个篮球、一副竹板，此外还有
一支步枪和米袋。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协
助连长鼓舞战士们的士气， 确保部队安
全抵达驻防地点。

回忆起战争中的平壤， 潘志诚用
“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残垣断
壁上布满弹痕， 零下三十度的天气伴
随着鹅毛大雪， 大雪覆盖着整片整片
的战争废墟，场景甚是凄凉。 经过简单
修整之后，部队开始了昼夜行军，过程
中，潘志诚站在高地上，用“上海普通
话”打起竹板，自己编词，将战友们都
唱进快板书里，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纷
纷赞道：“小文教你真厉害！ ”由于是
部队里最小的兵， 大家都亲切地叫他
“小文教”。

战场中多次死里逃生

潘志诚第一次看到美国飞机投弹，
是部队安顿好后的第二天， 那天清早，部
队执行搬运粮食的任务。 天有不测风云，
天空开始响起轰隆隆的引擎声，初到战场
的潘志诚还未体会过战场的危险，直到听
到副连长的高喊：“小文教，快趴下！”这才
如梦初醒，向身旁的弹坑纵身一跃，与此
同时六枚炸弹在他不远处同时爆炸。

连队驻地往往分散得很开， 战线拉
得很长，部队每天与敌机捉迷藏。“我们
每天鸣枪传声， 弄得敌空军奈何不了我
们。 于是敌军恼羞成怒，开始 24 小时狂
轰滥炸， 向任何有可能的目标进行无差

别轰炸。 ”潘志诚和战士们一起在炮火
中成长， 后来凭借声音就可以辨别出飞
机的类型，预料敌机的任务，投放的是什
么类型炸弹以及飞行方向。

一天晚上， 美国一架重型轰炸机在
驻地投下一枚五千斤的炸弹。游泳池大的
弹坑，积水有一米多深，翻起的泥土把部
队的防空洞压得严严实实，大家都被“活
埋”在防空洞里。 潘志诚在洞内听见外面
的搜救人员说：“这个部队完了。”奇迹发
生了，搜救队挖了一个多小时，三个防空
洞的人员竟然都无一伤亡地走了出来。

1953 年 2 月的一天，潘志诚在驻地
附近苹果园里挖野菜。 东南方向飞来两
架美国战斗机朝他扑过来开始扫射，潘
志诚只能找掩体四处躲藏， 敌机对着他
来回扫射了五轮。 最终，他躲在一棵大
苹果树下，才逃过一劫。

2020 年， 潘志诚作为第一批拿到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的老战士，那天他激动
不已。 也正是因为这枚纪念章， 一向低
调的潘志诚慢慢翻出了老照片，开始在
饭桌上向儿女们讲述自己当兵时的故
事。 如今，不少高校学生听说潘爷爷”的
经历， 都自发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堂生动
的“党课”。 潘志诚的女儿告诉记者，父
亲每次都会穿上军装， 认真向小辈们一
遍一遍地讲述战场上的日子， 考虑到父
亲年迈，她总要隔一小时去劝一劝，他才
肯停下来喝口水。

监督深入基层 推动“小微权力”规范运行
� � �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
次全会上强调： 要充分发挥监督在基层
治理中的作用，推动监督落地，让群众参
与到监督中来。 这是完善监督向基层延
伸的有效途径， 是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静安寺街道纪工委主动跨前，自
2013 年起， 通过全面调研和精心筹备，
制定了《居民区监督委员会工作规定》
及工作流程， 逐步探索试点在居民区中
建立监督委员会，加强社区党风廉政建
设，进一步健全社区工作架构，深化社区
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堵塞漏
洞、源头治理、规范小微权力。

把监督的“探照灯”
架到小区和弄堂

在静安区纪委、 静安寺街道纪工委
的指导下， 静安寺街道海园居民区于
2014 年试点探索，成立了全市首批居民
区监督委员会。

为了更好地表达民意，海园居民区
党总支和居委会自 2013 年 10 月起，先
后召开了 8 次居民代表大会， 居民代
表充分挖掘社区居民中有一定政策水
平和监督能力的群众， 经由下而上三
次民主推荐，最终于 2014 年 3 月组成
了最初的 5 人监委会。 海园居民区监
委会将居民区的党务、居务、财务和党
风廉政建设都纳入到监督范围中，接
受监委会的监督和评议， 做好群众的
瞭望哨， 使群众监督在社区治理中发
挥更大作用。

2015 年 5 月中旬起，海园居民区乌
鲁木齐中路、华山路、长乐路地块全面铺
开房屋全项目修缮工程。 在大修改造工
程中， 海园居民区党总支充分发挥居民
区监督委员会的作用， 监委会成员从确
定工程预算方案到施工过程的用料、施
工流程、工费计算，再到施工完成情况，
一直担任着“监督员”的角色，对工程进
行全面监督。

施工中， 监委会成员谢龙弟发现施
工队安装的水龙头的用料不合理， 于是
马上反映情况，并提出更换水龙头的建
议。 最终这一提议得以采纳， 全项目大
修工程在各方的努力下圆满完成。

张红芬书记说， 自海园居民区监
委会成立以来， 无论是在政策落实、
居务决策和党务公开上， 还是在居民
区工作人员的职责履行和工作作风
上， 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不仅在居
务、党务上做到公正公平、合法合规，
更重要的是， 让居民们对于居民区的
工作更加了解和信任， 如今居民事务
的办结率、 走访率和满意率都有了很
大的提高。

把监督的“瞭望哨”
设到每一个居民区

在海园居民区监督委员会的试点经
验基础上， 静安寺街道不断完善社区民
主监督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制，2015
年，结合居委会换届，街道 11 个居民区
同步部署居民区监督委员会的选举工
作，率先在全市范围内实现全覆盖。

2018 年，裕华居民区监委会结合换
届年，将换届工作的进程、结果等细节在
微信公众号上公布，让群众真正从“旁
观者”变成了“监督者”。 “居民们通过
手机便能看到最新的换届工作进程，接
收信息更加及时， 居民们的参与度和互
动性也越来越强。 ”裕华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曹惠琳介绍道。

美丽园居民区党总支还探索将监委
会的工作延伸到老工房加装电梯工作
中，要求监委会认真做好老公房加装电梯
资金使用的监督工作，确保每一笔资金的
支出均通过会议讨论决定，做到资金使用
和财务管理的透明化和公开化，让居民安
心，在华怡园小区实现电梯全覆盖的过程
中，起到了很好的“助推剂”作用。

让监督的“显微镜”
在社区治理中显身手

自居民区监督委员会成立以来，实
现管理和监督相分离，改变“两委”干部
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状况， 实现居
务监督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
过程监督转变。 平日的居民变成了监督

员，他们在各个居民区中发挥着“桥梁
和纽带”的作用，为居民区“两委”班子
切实精准服务群众，解决他们生活中的
“急难愁”问题提供帮助。

通过近年来实践，11 个居民区都结
合自身特点， 形成了各自监委会的运作
模式和工作机制，助推社区治理显成效。
华山、景华、愚谷村、三义坊居民区在垃
圾分类工作推进中， 监委会充分发挥监
督职能，既监督好居委会的工作推进，又
协助做好宣传工作，同时，还当好垃圾分
类的志愿者， 参与定时定点投放的值勤
和监督。

四明、百乐、静安、裕华、美丽园居民
区在疫情期间， 为了更有效地“守住家
门”，监委会发挥了宣传、引导、监督的作
用， 让居民们实实在在知道社区在做什
么， 也让社区清楚地了解到居民的需求。
嘉园、海园居民区监委会则会定时、定点
接待居民，聆听他们的诉求，履行好监督
的职责，把社区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在建党百年之际， 静安寺街道已完
成了第三届居民区监督委员会的换届。
新当选的监委会成员纷纷表示：“要发
挥小前哨的大作用，既要做好监督，也要
当好桥梁”。

静安寺街道党工委始终注重发挥群
众监督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中的作用，将监督延伸至群众的“家
门口”， 有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社区
最后一公里延伸，更好地发挥群众监督
链条的作用， 从而推动监督在基层末梢
落地生根。

（纪工委）

潘潘志志诚诚当当兵兵时时旧旧照照

监监督督委委员员会会信信息息公公开开栏栏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本报将挖掘辖区内党员故事、红色基因家庭、社区团队活动等
内容，进行连载刊登，共庆建党百年，共祝百年华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