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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云：从化工一线到小区管家
平凡岗位谱写不凡篇章

退休16年后成为小区“红色小管家”

1949年9月出生在定远县的郭树云与新中国同龄，并

于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退休前，郭树云一直在中国

化学工程公司第三公司工作，先做铸工后转岗为设备检修

人员。“那时候，大家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为了国家的建设

而工作。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从不抱怨，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努力是为了让国家变得更强大。”郭树云说道。

一次在化工园区的检修工作中，郭树云需要通过直

爬梯爬上一座高达百米的高塔，其中的危险不言而喻，但

他还是坚定地爬上了塔顶，完成了工作。“这是我的本职

工作，同样也是一名党员的职责。”郭树云回忆道。

2004 年，郭树云正式退休，在 2016 年从淮南市搬

到合肥市瑶海区鼎元府邸小区居住。2020 年左右，小

区里的另一名退休老人王兴来向郭树云提起了“红色

小管家”。

“王老比我还大五六岁，他为人很热情，一直以来都

乐于助人。”郭树云回忆道，“当时他问我愿不愿意在社

区党群服务站做‘红色小管家’，我没有犹豫就同意了。”

从2020年起至今，郭树云成为了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街

道繁昌路社区鼎元府邸小区的一名“红色小管家”，协助

社区开展小区治理工作。

“摸索”应对新时代困难与挑战

成为“红色小管家”之后，郭树云几乎每天上午都会

出现在小区里，查看环境卫生、检查公共设施、了解居民

诉求……工作并不轻松，但他却乐此不疲。“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我有责任和义务为小区居民服务，只要大家需要

我，我就会一直干下去。”郭树云说道。

由于是技术工人出身，郭树云对不少电器的维修都

略知一二。“经常有居民在业主群里说家里一些电器出了

故障，我能修的都会去帮忙修一修。”郭树云说道。

作为一名年逾古稀的老年人，如何在当下的网络时

代做好“红色小管家”的日常工作，郭树云给出的答案是

“自己摸索”。通过自学并向年轻人请教，郭树云掌握了

智能手机以及微信等社交平台的使用。目前，鼎元府邸

小区共有10栋居民楼、10个业主群，其中的7个群聊都有

郭树云的身影。

在小区治理工作中，郭树云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挑

战：有些居民对社区工作不理解，不愿意配合；有些问题比

较复杂，需要多方协调才能解决。但郭树云并没有退缩，

他以耐心和智慧化解了这些难题。郭树云表示，社区是大

家的家，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让社区变得更加美好。

七十五载岁月见证新中国繁荣昌盛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郭树云对国家的发展有着朴素

而真实的感受。“刚搬到鼎元府邸小区时，门口的繁昌路还

是一条能双向通行的道路，这还不到10年，周边居民的车

辆越来越多，繁昌路已经成了单行道。”郭树云说道，“私家

车的数量不断增长，生活水平自然也在不断提高。”

“我亲眼目睹了国家从一穷二白到繁荣昌盛的巨大

变化，这是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我们这一代人吃了一些

苦，但也见证了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我为自己是一名

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郭树云说道。

在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郭树云感慨：“我的人生

虽然平凡，但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在不同的阶段都为国

家和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希望年轻人能够珍惜现

在的美好生活，努力学习，积极进取，为国家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如今，郭树云依然活跃在小区的各个角落，为居民们

服务。他的故事，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到社区建设和社

会公益事业中。郭树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

共和国同龄人的责任与担当。

从文学创作到文史创作的华丽转身

在这座不大的县城里，汪德生可以算得上是个传奇人

物：由于各种原因，他初中未毕业就成为下放知青，返城后

通过全国成人自考，取得了汉语言文学和法学双大专学历

证书。凭着一股对文学的爱好之情，从1982年开始文学创

作，一发不可收，至今已公开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及理论文

章300余篇，逾百万字。先后荣获安徽省社科院“安徽文化

论坛”优秀论文奖、安徽省党史和地方志部门优秀科研成

果奖、庐江县人民政府文学艺术奖等40余（篇）次，（主编）

出版《庐江人物》等地域文化系列丛书6部。

一切荣耀的背后，是汪德生孜孜不倦的努力和勤奋

好学的精神。正如朋友所言，他下放农村干农活，游走江

南打零工，拜师学艺做木匠，尝遍生活的苦涩，但却始终

享受着书本知识带来的甜美。只要能找到的书，他都要

借来一读。双休日，你总能在县里的图书馆，看到汪德生

的身影：一边仔细翻阅，一边握笔记录。

退休后，他返聘到庐江县地方志办公室，一直到现在，

也有十余年的时间了。在修撰地方志期间，汪德生像打开

了另一座宝藏的门：一些和自己生活的土地密切相关的人

和事，其真正的历史来源是什么？他决定一探究竟。

于是，白天，他查阅资料，探访原址，寻觅故人；晚上，

他挑灯夜战，记录整理，撰写文章。功夫不负有心人，近

十年来，他所写的数篇文史及反映庐江地域文化的文章

不断在全国媒体刊发，也得到了业内和社会的一致好评。

著名作家的鼓励成为创作的最大动力

说起在文学创作上最难忘的事情，汪德生记忆犹新。

1996年，汪德生参与了庐江县文学工作者协会创建：

“由于想到基层文学爱好者大多起点不高，所以我提议请

安徽的名作家来县里给大家开办讲座，说说文学创作的

基本方法。当时，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著名作家鲁彦

周先生，他写的《天云山传奇》可谓是经典。”

想到与鲁彦周先生素不相识，初登门冒昧，汪德生的

心里如鼓敲，忐忑不安。“真没想到，一见到鲁老先生，他

听我们说明来意，欣然答应。后准时来到庐江，给大家上

了整整一天的课程。”说起往事，汪德生的口吻里仍然充

满着浓厚的敬意。

当天晚上，汪德生来到鲁彦周下榻的房间，虚心求

教，并把自己的一些作品递上。“鲁老先生仔细翻看，并提

出中肯的意见，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说，文学的作品来

源于生活，要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终生不忘，时刻铭记

在心。可以说，与鲁老先生的这次面见，是我之后创作的

最大动力！遇到困难时，我都会想起他说的每一个字，鼓

励着我沿着文学的道路一直走到现在！”

为文史、地域文化奉献光和热

“近几年来，我的创作主要是与文史、地域文化有

关。参加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时，我跑遍了庐江县的17

个镇，231个行政村，收集整理资料，把家乡的山水名胜和

风土人情，都做了细致的挖掘和考证。比如说庐江县，没

有一条江那为什么是叫庐江？庐江小乔墓葬是真是假？

我写了文章《庐江县建置考证》发表在国家级中文核心期

刊《中国地名》上，并获得了‘2022年度全省党史地方志系

统优秀科研成果研究论文类一等奖’。得知全国有三个

小乔墓，我自费前往，通过调查走访，写成的《小乔墓葬在

庐江》发表后也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从事文学创作40多年，汪德生认为，要想写好一篇

文章，光坐在家里创作是不可取的，必须深入到第一线，

要反复地去查找资料和思考。“尤其是写历史人物和地域

文化的文章，来不得半点虚构，必须要有充分的实据，以

真实的历史告诫后人。”

在汪德生看来，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来自于社会和基

层，所以作家的使命就是要真实反映人民的生活，作品更

接地气。“我与共和国同岁，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见证了

新中国的风雨兼程，也迎来了辉煌的时代。只要能拿着

笔，我将一直写下去，把我对祖国的深厚情感融入到自己

的创作中去！”

汪德生：从笔尖流淌的是时代给予的馈赠
小说、诗歌、散文、文史、地域文化……从汪德生

的笔尖流淌出的文字里，无不感受到他所感知的时

代给予的馈赠。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作家，虽已退

休，但身份很多：续修《庐江县志》副主编，中国民俗

学会、安徽省地方志学会、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

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省民俗学会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家谱研

究中心顾问专家组成员。他用亲身经历，见证、书

写了75年来社会发展的曲折、辉煌历程。如今光

阴虽逝，但他的初心不改：“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

多年，时时感觉得到这座县城脉搏的跳动。也正因

为心中都有文学的追求和理想，才能让我无论身在

何处，心中都激情涌动。”

记者 张亚琴/文 叶俊杰/图

“作为‘红色小管家’，其实就是要做好小区居民

与社区之间的桥梁。”在谈及如今扮演的角色时，郭

树云这样说道。

如今，郭树云已经年逾七旬，但他依然精神矍

铄、干劲十足。他常说：“我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人，

见证了国家的繁荣富强。现在我要用自己的余热，

为社区、为居民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记者 唐朝/文 周诚/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