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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老有所为 贡献银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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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奋斗者风采

“我们全家的骄傲。”2024年 12月 31日，“老王家子孙群”炸开了锅。大嫂老苏把李丽丽上电视的消息最先发到微信群里，大
家接连点赞——“太厉害了！”就在当天，70岁的李丽丽参加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
亲切接见。

“纯属运气，没那么好！”看着沸腾的微信群，李丽丽发了个以手扶额笑哭的表情。她觉得获此殊荣的都是“大英雄”，比如年逾八旬
行医不辍的路生梅、造大船建海岛的七旬院士谭家华、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将军岳喜翠……而自己，仅是个普通的“小人物”。

1954年出生的李丽丽，现任最高人民法院离退休干部局党委委员、东花市党支部书记，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一
代人。不同于近年来在网络上大红大紫的“时髦奶奶”“硬核阿嬷”，半辈子都工作于体制内的她，年老时依然希望“用一颗滚烫的
赤诚之心践行着党旗下的庄严承诺”。

“小车不倒只管推。”李丽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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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龙活虎的老年人”“被高能量奶
奶圈粉了”……近来网上常流传这样的
说法。

采访李丽丽的过程中，记者也常有这
样的感受。今年 71岁的她，忙着搞活动策
划、新媒体运营、线下执行，常能琢磨出让
老干部意想不到的活动方案，和支部委员
的视频电话一打就是一小时、会蹬着自行
车为线下活动踩点……

为什么退休了的她还这么“卷”？李丽
丽说，是因为他们这代人血液里涌动着“红

色DNA”。起初记者并不理解，直到接连
采访了十多个人，包括她的丈夫、一起并
肩作战的支部委员、离退休干部局的领
导、年轻人“小尹”，以及一些老干部后，
才逐渐懂得这背后的精神气质。

本次采访对象年龄横跨“30后”“40
后”“50后”“60后”“70后”，通过质朴的
表述，他们向记者勾勒出几代人的集体
记忆。那些对党纯洁而深沉的爱，革命
年代战士们舍生取义的经历，前辈们争
先恐后援藏的故事，不眠不休建设社会

主义的精神等，都曾无比真实地存在于
这片土地上，并为我们铺就了现在的
路。了解这些，也就更能理解李丽丽退
休后作出的选择，以及为什么说老干部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二十多岁就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的李丽丽，如今也成了一名老同志，
并将离退休干部局视为老干部“有归
宿的最后组织和精神家园”。通过她的
付出，李丽丽向我们展现了一段“莫道
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故事。

重新选择退休后的生活

“ 十 七 岁 风 雨 狂 怕 谈 以 往 ， 怕
的是你年幼小志不刚，几次要 谈 我
口 难 张 ……” 李 丽 丽 喜 欢 京 剧 ，
爱 扮 《红 灯 记》 里 的 李 奶 奶 、《打
龙 袍》 里 的 李 后 、《贵 妃 醉 酒》 里
的 杨 贵 妃 。 睡 到 自 然 醒 、 唱 唱 京
剧 、 端 起 相 机 玩 摄 影 、 拔 腿 就 跑
去 旅 游……关于退休生活，李丽丽
规划得可美了。

“爸爸病了十几年，生活不能自
理。一到周六日，只要不加班，我
都去陪老爹了。”退休前，李丽丽曾
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担任书
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后又任最
高人民法院机关工会主席，很长一
段 时 间 都 在 “ 工 作 ” 和 “ 照 顾 父
亲”中连轴转。“退休了，就想着赶
紧玩儿去！”

不 过 ， 自 2015 年 2 月 退 休 后 没
多久，李丽丽就被崔盛远“薅”了
回来。

崔盛远是 1964 届北京大学法律
系毕业生，毕业后在最高人民法院
刑庭工作。 1999 年退休后，在最高
人民法院离退休干部局东花市党支
部担任了十七年的党支部书记，常
蹬着三轮车给老同志挨家挨户送学
习材料、组织党支部成员过组织生
活 ， 直 到 年 逾 古 稀 ， 力 不 从 心 。

“ 耳 朵 听 不 见 了 。” 崔 盛 远 常 手 搭
左耳，收拢声音。于是，他从党支
部中选中了李丽丽，想推荐她担任
党支部委员。

“不想干，不想干。”李丽丽把
头摇成了拨浪鼓。为此，李丽丽还
去了离退休干部局说明情况。“退休
后，就想清净清净。”李丽丽说。

“这理由，那理由，没有一条是
正当理由。你不干，他不干，谁来
干？”时任最高人民法院离退休干部
局局长王蕊对李丽丽说。

其 实 ， 在 李 丽 丽 心 里 ， 离 退
休 干 部 工 作 确 实 也 有 着 非 同 一 般
的意义 。

李丽丽于 1979 年年底进入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改革开放之初，百
废待兴。她印象中，一同工作的老
前辈有革命各个时期的干部，还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
学生。几百人挤在拥挤不堪的屋子
里，人挨人、桌挨桌，但都是通宵
达 旦 地 工 作 ， 夜 以 继 日 地 玩 命 干 。

“ 我 要 把 他 们 的 那 份 工 作 也 干 出
来。”一位曾上过战场的老审判员每
每想起牺牲的战友，心里就一阵酸
楚，接下来就是继续点灯熬油、长
灯不灭地埋头苦干。

“不能忘记那些为中国法治，为
国家长治久安付出毕生精力的老革
命 、老 功 臣 ，为 公 平 正 义 鞠 躬 尽 瘁 、
死而后已的老前辈。”李丽丽说。

深思熟虑后，李丽丽接过崔盛
远手中的接力棒，重新选择了一种
退休后的生活。自 2016 年起，李丽

丽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离退休干部局东
花市党支部委员；自 2018 年起，她被
选为东花市党支部书记。

“ 不 干 则 已 ， 要 干 就 干 出 个 样 儿
来。”李丽丽决定。

用老干部的作风，做老干部
的工作

“退休前，加班是常事；退休后，
整个把办公室搬家里了。”丈夫老王笑
着评价李丽丽。

开视频会议、绞尽脑汁策划、蹬
着自行车线下踩点……李丽丽和东花
市党支部委员张玉娟、陈泊安、林红
英 、 马 英 ， 应 了 那 句 网 络 热 梗 ——

“70 岁，正是闯的年纪。”
目前，东花市党支部共有 69 位离

退休干部，平时散居各处。如何把老
同志团结凝聚在党组织周围？李丽丽
和支委尝试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 式 ， 建 构 一 个 更 有 吸 引 力 的 党 组
织，使其成为有温暖、有凝聚、有活
力的“三有”党支部。

“ 七 一 ” 建 党 节 、“ 八 一 ” 建 军
节、国庆节……每逢重要节点，最高
人 民 法 院 离 退 休 干 部 局 都 会 策 划 活
动，当活动下沉到党支部时，李丽丽
和几位支委就开“卷”了。

如果是线上活动，他们的流程是
这样的——

1961 年出生的马英学会了开视频
会议，每次活动前，3 次到 5 次视频少
不了，每次起码 1 小时，5 个人热火朝
天地讨论如何让活动更接地气、更吸
引人。创意敲定后，先在群里发通知
预热，再约上几位活跃的老同志，提
前准备内容，质量不过关则要发回重
做；活动开始后，再往群里发一段精
心 剪 辑 的 短 视 频 ， 增 加 开 场 仪 式 感 ，
党支部委员则轮流担任主持人，谁发
的作品“有嚼头”，主持人就成了插话
点评的“氛围组”，激发老同志不断参
与讨论；最后，每场活动还得有个完
美的结局：好照片美编成图，好文章
装订成册，发到群里或给到个人。

如 果 是 线 下 活 动 ， 则 更 细 致
入 微 ——

每 次 活 动 都 要 经 过 几 遍 线 下 踩
点，马英会开车，常带着李丽丽实地
调研；马英如果没空，李丽丽就自己
倒好几趟车，或骑着自行车来回跑好
几回。路线怎么规划？老同志下车后
去 哪 儿 如 厕 ？ 路 上 有 哪 些 沟 沟 坎 坎 ？
所有细节都得考虑到。支部党员肖凤
云回忆，“就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当
时我还纳闷呢，她又不上厕所，后来
才知道党支部给每位 80 岁以上的老同
志都安排了专人照顾。”

精心策划的活动，换来了老同志
热烈的参与。

2018 年 7 月 ， 东 花 市 党 支 部 首 次
以线上形式，开展“不忘初心，重温
入党志愿书”主题党日活动，持续 3
天 4 个场次，累计 10 个小时，党支部
成员共发出 389 人次、近 500 条互动消
息。支部党员张懋当时正在住院，清

醒时就让女儿播放群里的语音，女儿
说连她听得都热血沸腾的。

2023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 年 ， 活 动 形 式 变 为 一 场 线 上 故 事
会。有的老同志写法院老领导艰苦朴
素的作风；有的写革命先烈赴汤蹈火
的经历；有的写法官生涯中坚守公平
正义的故事……真实的讲述最后汇成
了一本 115 页的书。支部党员吴开庆
表示，从中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让人激动和振奋。

“跟变了个人似的。”陈泊安和李
丽丽同住一个小区，他说，每次活动
结束，由于过于劳心费神，李丽丽都
要在家缓好几天。有时李丽丽也打趣
陈泊安：“你不也给自己干成低血糖了
嘛！”尹鸿祥曾是离退休干部局为东花
市党支部配备的联络员，他评价李丽
丽 和 几 位 支 委 是 “ 用 老 干 部 的 作 风 ，
做老干部的工作”。

“东花市党支部非常活跃，党组织
的凝聚力也很强。很多老同志坐着轮
椅 、 拄 着 拐 棍 都 要 去 参 加 党 支 部 活
动。”最高人民法院离退休干部局局长
辛秋玲告诉记者。在 2021 年、2024 年
的党支部换届选举中，李丽丽和几位
支委均获全票通过。

把老干部的能量“整理出库”

东花市党支部的老同志退休前曾
是 审 判 庭 庭 长 、 高 级 法 官 、 行 政 干
部、学院教授、报社编辑等，各有专
长，退休后心里也常牵挂着法院发展。

支 部 党 员 陈 之 玮 说 ：“ 离 岗 不 离
党，退休不褪色，我们到现在还很关
心国家大事、法院发展，老了不能迷
失方向，支部就是桥梁纽带。”退休干
部何兰表示：“有支部就像是有组织、
有娘家、有亲人，这也意味着退休后
我们没有跟组织脱节。”

如何通过支部工作，把更多老干
部的能量“整理出库”？为此，李丽丽
和支委们费尽了脑筋。

一方面，是尽量满足老干部的知
情权，落实好“政治待遇”。

每天一早，东花市党支部微信群里
就热闹起来，伴随着各式各样的“早
安”表情包，新的一天开始了。随后是
尹鸿祥发在群里的 3 条信息：一条是党
和国家大事，一条是全国法院动态，还
有一条是有关老年医疗保健的。

今年 86 岁的崔盛远和老伴儿每天
都 会 阅 读 这 些 信 息 。“ 我 们 也 不 串 门
子，就喜欢看看新闻、读读书。”他们
还告诉记者，李丽丽和支委们工作传
达得非常及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
动态、离退休干部局的最新安排，老
同志们总能第一时间知晓。

另一方面，老干部的意见也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离退休干部局、东花市
党支部上传到机关。

2022 年 5 月 ， 离 退 休 干 部 局 下 发
《关于开展“建言二十大”调研活动的
通知》。李丽丽等几位支委分头行动，
访谈了 30 多位老同志，汇集了关于国
家决策、民生问题以及对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的专项建议等 6 大领域约 30 条
宝贵意见建议。

2024 年 12 月 20 日上午，李丽丽路
过百年皂荚树，去参加最高人民法院
离退休干部座谈会，座谈会上的她身
着橘色打底衫，外搭深蓝色西装，胸
前别了一枚闪亮的党员徽章，就如何
让老同志保持初心、树立积极老龄观
提出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
军 就 坐 在 李 丽 丽 等 离 退 休 干 部 对 面 ，

“老领导、老同志刚才提出了 26 条意
见建议，讲的都是如何进一步做好法
院 工 作 ， 没 有 一 条 是 为 了 安 享 晚 年 、
解决自己的困难。这些真知灼见都是

真心实意为了党和国家好、为了法院
工作好，充分体现了老干部优秀的政
治品格和深厚的为民情怀，令人十分
感动。我们一定会抓好落实。”张军院
长强调，老干部是法院的“宝”。

丰富的支部活动，也让老同志们
把 常 年 沉 淀 的 故 事 、 感 想 不 断 释 放 、
共享出来，并在支部激起一股“不忘
初心”的正能量。在这种氛围下，很
多老干部继续发挥着余热。

何兰退休前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办
公厅工作，退休后偶然遇到一起环保
公益事件。因事关百姓民生，何兰深
入现场调研，撰写环保报告、参与听
证，最终不仅问题得以依法解决，原
本 情 绪 躁 动 的 群 众 也 学 会 了 依 规 办
事。一名群众激动地说：“以前真不懂
法，接触了您，现在我都能说法言法
语了。”

支部党员李广宇退休前曾在最高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政治部、新闻
局工作。退休后，他除了潜心研究文
学，有时还会跟基层法院干警分享行
政审判经验、裁判文书撰写技巧、新
闻宣传工作经验等。

相互扶持让温暖流动

自 然 醒 、 仪 式 感 、 点 赞 、 冒 泡 、
挖 潜 、 流 量 、 巳 巳 如 意 …… 采 访 时 ，
今年 71 岁的李丽丽时不时就会冒出一
些新鲜词汇。

积极、开朗、阳光，是丈夫老王
对她的评价。李丽丽曾担任最高人民
法院机关工会主席，就是个爱热闹的
人，为了活跃机关文化生活，几乎每
年都要策划一场“机关春晚”，看到同
事 们 在 舞 台 上 唱 歌 跳 舞 、 发 光 发 热 ，
都能让李丽丽感受到蓬勃生机。

退休后，李丽丽就想着千万别过
那 种 老 了 就 要 很 “ 丧 ” 的 生 活 。 为
此，李丽丽退休后又成了“社牛”。平
时组织老同志作诗、作文、作画，鼓
励大家打起精神生活，如果哪位老同
志长时间不在群里“冒泡”，她就想是
不是遇上什么事儿了，一个电话就打
过去了；支部老同志家庭出现变故或
者生病住院，她都第一时间带着支委
登 门 慰 问 ； 有 的 老 同 志 陷 入 老 年 抑
郁，大半夜睡不着来敲门，李丽丽也
起来跟她说话，一直到这位老同志情
绪平复。

无微不至的关心换来了大家一点
一滴的信任。陈泊安告诉记者，“有时
候党支部成员家里出了什么事，我不
知道，李丽丽都知道了。”对此，李丽
丽说，被人需要正好给了自己服务的
机会，谁都有老的那一天，谁都有摊
上事儿的时候，要给老同志们送上党
组织的温暖和关怀。

在李丽丽的影响下，温暖也在东
花市党支部成员之间默默流动着。

2018 年，支部党员李世敏的老伴
儿 去 世 了 ， 使 其 常 感 孤 独 、 备 受 煎
熬 。“ 每 次 一 进 门 ， 我 就 想 哭 。” 李
世 敏 神 情 戚 戚 然 ，“ 之 前 他 在 世 ， 我
有 什 么 事 一 扭 头 就 问 他 了 ， 现 在 我
还能问谁去！”

同 住 一 个 小 区 的 肖 凤 云 看 在 眼
里、急在心上，几乎每晚都要给李世
敏打电话问候，一连持续好几年。肖
凤 云 说 ， 如 果 哪 天 没 跟 世 敏 联 系 上 ，
没有听到她“平安无事”的声音，我
就忐忑不安，“闹心”得不得了。

李 丽 丽 则 起 到 了 穿 针 引 线 的 作
用，她对肖凤云说，多关心关心李世
敏；对着李世敏嘱咐，多联系联系肖
凤云。如果肖凤云、李世敏找不到对
方，就会给李丽丽打电话。

“我们这些老同志，李丽丽的心里
都装着呢！”肖凤云说。

图①：李丽丽主持党支部党员大会。
图②：李丽丽参加东花市党支部“赞辉煌成就 聚银发力量”主题

党日座谈会。
图③：李丽丽走访慰问东花市党支部老党员。
图④：李丽丽带领支部同志走访慰问东花市党支部老党员。

（本版图片均为尹鸿祥摄）

有 幸 获 评 “ 全 国 离 退 休 干
部 先 进 个 人 ”， 并 参 加 表 彰 大
会 ， 使 我 深 受 鼓 舞 、 倍 感 振
奋。大会召开时的热烈情景历
历 在 目 ， 受 到 习近平总书记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场景
犹在昨日，使人久久不能平静。
举办如此高规格的表彰活动，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广大老同志的深切关
怀、对老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
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弘扬光荣传
统、永葆政治本色。

作 为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离 退 休
干部局党委委员、东花市党支
部 书 记 ， 要 切 实 扛 起 自 身 职
责，努力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

做细做实做好，把工作做到老
同志的心坎上，进一步凝聚思
想共识，汇聚发展合力，营造
团结互助的浓厚氛围，让老同
志 切 身 感 受 到 满 满 的 获 得 感 、
归属感，以及党组织大家庭的
温 暖 和 力 量 ， 从 而 更 加 感 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以党心
为己心、以党愿为己愿。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为 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
图 ，吹 响 了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号
角。通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我 深 感 信
心 十 足 、未 来 可 期 。 作 为 一 名
退 休 党 员 ，我 也 将 努 力 发 挥 余
热，做到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