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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田爽 实习生 黄冬梅

早上十点，王志森骑着自己的小电
动车，已经从高新区完成摄影采风回到
了上马街道的家中，他背的一个黑色双
肩包里装着他心爱的相机。今年已66岁
的王志森，时刻看起来都是那么地精神
抖擞。“退休后闲不住，在家里含饴弄孙、
下棋跳舞、颐养天年都不是我想要的，总
觉得自己还能再干些什么。在我看来，老
年人想要真正发挥余热，得走出去，走到
人群中，走在城市间。”

众人口中的书法老师

王志森从小热爱书法，勤学苦练的
他在13岁时就已经写得一手好字。父母
教导他要乐于助人，于是过年时他就免
费帮街坊邻里写春联，一直延续至今。不
同的是，现在过年除了帮乡亲们写，很多
单位企业也邀请他帮忙，对此王志森从
不推脱。“别人找咱写春联，就是认可我
的书法，我很高兴，哪有拒绝的道理。”
作为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自从

2013年退休以后，王志森便定期去红岛
老年大学、上马小学等处进行无偿的书
法课讲授，深得学生们的喜爱。横平竖
直，一撇一捺，王志森教得认真，学生们
学得入神。除了教如何写好字，他还会适
时地穿插讲述一些关于书法的历史文化
知识，渐渐的，学生们的书法都有了很大
进步。
“书法是文化精髓，更好的传承得从
娃娃抓起。你看，这是小刘同学的书法作
品，她今年念初一；还有这个，是小王同
学的，刚开始写的不理想，可后来我手把
手教他，慢慢地也写得很不错。”摊开自

己收藏的学生作品，王志森微笑地介绍
道，内心的自豪感溢于言表。此外，附近
很多社区的书法爱好者，都得到过王志
森的指导，他成了众人口中的书法老师。

城市变迁的时代记录者

三十多年前，王志森在东风盐场宣
传部任职，这让他有了和相机接触的机
会，自此他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
摄影。说是出于工作需要也好，爱好也
罢，后来王志森出门必带着相机，上马街
道很多的风土人情、自然风景都定格在
他的相机里，他的摄影技术也在日复一
日的实践中，越发精湛。

2016年年底，高新区的36个社区将
要进行旧村改造工作，作为红岛经济区
（高新区）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的王志森
带领两个成员，对这些社区的老物件、老
房屋和民情风俗等具有历史文化性的事
物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拍摄。“一拆迁，
很多曾经的记忆就被掩埋在新城下了，
拍摄下来，至少能够让子孙后代知道我
们还有这些历史文化。”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老上马人，王

志森见证了上马的城市变迁，为了记录
下来这一切，2016年年初他就开始拍摄
一组以《美丽的上马我的家》为主题的照
片，里面有上马南卢湾生态园的美丽景
象、桃源河畔万亩盐碱稻实验基地大丰
收的场景、新城建设焕然一新的面貌。其

中为了拍好盐碱稻，王志森顶严寒冒酷
暑，一年四季跑了不知道多少趟，就为了
拍出最好的节气效果。“家乡变化日新月
异，我感同身受，更愿意用影像留住每一
个美好瞬间”。
一辆小电动车，一支毛笔，一部相机

组成了王志森退休生活的全部，忙碌且
辛苦，但他的内心分外满足。多年来王志
森的书法作品、摄影作品和文学作品获
得过很多奖项，2011年他还获得了山东
省农村优秀文化人才的荣誉。头上顶着
众多光环的他，依旧穿着朴素，低调做
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就是社区里一
位再普通不过的老大爷。而就是这位“老
大爷”，在将自己与城市、与百姓的深深
交融中，赓续传承，烙印时代。

□半岛记者 田爽 实习生 刘钊

跟孙维兵共事是不能拖沓的，他语
速很快，走路也快，做起事来雷厉风行。
他开着四人座巡逻车，麻溜儿地转过一
个弯，踩下刹车，停在上马村社区居委会
门前的石砖路上，不偏不倚，刚刚好。让
记者感觉好像车还没停稳似的，他就已
经下车了，然后又“噌噌噌”几大步迈上
楼梯，往二楼办公室走去。49岁的孙维
兵，30岁的活力劲儿。

治安管理是要讲情理的

孙维兵有过三年的部队经历，在他
担任班长期间曾总结出管理三原则：以
情待兵，以心待兵，以理待兵。而现在是
社区党支部委员的孙维兵说这三条原则
也同样适用于社区治安管理。
就拿邻里纠纷来说，上马村社区

有部分平房区胡同窄，有居民因习惯
了往胡同里泼废水，没有顾及地势稍
低的邻居家的感受。水顺势而下，结冰
路滑，双方互不相让起了争执。孙维兵
这时候没了以往的快节奏，耐心地同
两家慢慢聊。孙维兵先做“上坡”工作：
“大娘，您看看，用完的水咱尽量存一
存多走几步倒在排水沟里？现在天冷路
滑您走着也危险不是？”接着再去做“下

坡”工作：“大婶，您看看，我理解您的心
情，人家已经认识到错误了，咱就谅解一
下吧。”几个回合下来，邻里之间回归相
安无事。

手机是“核电”的

“全社区共有842户居民，常住人口
2263人，流动人口173人。”孙维兵对这
些数据烂熟于心。上马村社区自2018
年3月实行社区治安网格化管理，将上
马社区划分成了九个片区，即九大网
格。每个大网格下又以20~25户作为
一个小网格，每个小网格由一位网格
员负责，全社区共有 62位网格员，主
要由居民代表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组
成，孙维兵是总指挥。
上马村社区的治安巡逻工作是全天

候的，只要工作期间需要沟通，一个电话
便能找来孙维兵。同事称赞他是急先锋，
能第一时间投身一线，还笑称他的手机
是“核电”的，随时在线“不掉电”。孙维兵
说：“哪有什么核电，就是多备两个充电
宝嘛。”
选拔进来的新同事刚到居委会工作

时，不理解日日巡逻的必要性，孙维兵跟
他们解释说：“天天巡逻有益于咱们获取
社区的第一手资料，还能震慑不法分子，
老百姓心里也踏实。”

干坏事是逃不了的

一位女士在上马村社区的一家小超
市买东西时将包放在了门口柜台处，买
完回来结账却发现包没了。孙维兵第一
时间接到了求助电话，话不多说立即前
往现场。在了解了丢失的物品和证件信
息后，孙维兵征得店主同意调取了商店

的监控录像，并与同时段的社区监控对
比，不到半个小时便找出了盗窃嫌疑人
并报了警。这是2018年上马村社区发生
的唯一一起群众举报的偷盗事件。
“为人民服务，我就是服务员。只要
进了这个社区，我不管你是白天还是黑
夜，千万别干损害社区居民利益的事，干
了我就能把你找出来！”孙维兵展露出一
副刚正不阿的神情，声音铿锵有力。

城市变迁的时代记录者
阳光上马人王志森要做城市中那个发光发热的人

孩子们认真地看着王志
森写“福”字。

做治安管理的“急先锋”！
阳光上马人孙维兵：誓做上马村社区治安守护者

上马村社区综治队伍联合办公例会，孙维兵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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