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拆迁楼里的

“文化俱乐部”
张先生一早赶去的乒乓球俱

乐部就在他们小区，那是一栋待
拆迁的楼房，楼梯扶手也没了，楼
内破败不堪。沿着光秃秃的楼梯
上到二楼，随便推开一间房屋，里
面却是热火朝天的运动场面。

所谓的俱乐部不过是八九个
简陋的房间，里面摆着一张乒乓球
案子，靠墙有两把椅子。陈叶翠组织
居民清理垃圾，打扫出一个个房间，
用塑料布封上窗户，把自己家里装
修替换下来的门安上，于是一间间
社区俱乐部就形成了。

“除了乒乓球俱乐部外，还有拉
琴的，有写书法的，有下棋的。”陈叶
翠说。正在打乒乓球的一位女士很
知足地说，有个能挡风遮雨锻炼的
地儿就挺好。据她介绍，之前乒乓球
案子一直放在小区外面的空地上，
下雨的时候连个遮挡都没有。后来
这栋楼要拆迁搬空了，但暂时没有

拆掉，居委会人员就组织居民收拾
后成了俱乐部。

乒乓球俱乐部实行会员制，
会员每月缴纳10元的费用用于电
费的平摊。现在俱乐部有会员上
百人，下至8岁孩童，上至83岁老
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得空就会
有人来打球健身。

社区里的

首个春节晚会
“不下来看一看，你想象不到

社区居民对文化的需求有多大。”
陈叶翠多次对记者说这句话，边
感叹边拉着记者去看正在排练的
快板表演。

排练是为了即将举办的社
区首个春节晚会。社区里办起春
节晚会，这让不少社区居民很兴
奋。正在负责策划和舞台设计的
崔英英和同事王萍忙得团团转，
这两位刚来社区工作的新人最
大的感触是：社区活动太多了，
几乎每天都有。

“搞各种活动的目的就是凝
聚人心。”陈叶翠说，社区里的人
都忙活起来了，邻里之间的纠纷
就少了。这是她最朴素的理论。

“觉得这就是个大家庭，心里
感觉安全。”居民李英说，今年重
阳节社区搞了百家宴，80多户人
家参加，各家把菜做好端到一起，
在一个大厅里吃饭。“平时拌过嘴
的，吃一顿饭后也都没事儿了。”

居民有了归属感

社区才能实现和谐
作为一位在社区工作20多年

的老居委会主任，陈叶翠对社区
文化建设一直抓得很紧。“文化是
社区的灵魂。”这个2003年山东首
个直选社区居委会主任经常说这
句话。

她认为，文明社区的打造关
键在于居民素质提升后的自我
管理。居民自治不是光嘴上说说
就算，小区里凡是有什么重大问
题，都要召开居民大会或者居民
代表大会决议，“社区是居民的
社区，关系到他们的事情自然是
他们说了算。”陈叶翠说，社区
居民有了归属感，社区才能实现
和谐。社区是城市细胞，文明社

区正是创建文明城市的基础。
陈叶翠的理念得到了社区绝

大多数居民的认同。“有一次居委
会二楼忘记关灯，有个居民发现
后立即打电话提醒我。”崔英英
说 ，居 民 们 真 的把社区当成了
家。

然而，让居民有些担忧的是
社区里的拆迁楼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要动迁了，如果没有了这栋楼，
以后文体活动该怎么办呢？

而陈叶翠忍不住提到她去香
港考察时的情形，“人家社区里连
篮球场都有，居民活动非常多，真
是很羡慕。”

拆迁楼拾掇出个社区俱乐部
虽然条件简陋，居民们却锻炼得挺乐和
文/片 本报记者 郭静

早上6点，甸柳一居的居民张先生就出了门，他约了楼下的

老王一早去小区打乒乓球。这已经成了他们近日的生活习惯。

他甚至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个乒乓球俱乐部该怎么办。

“社区居民对文化建设的需求有多大，很多人可能想象不

到。”近日，甸柳一居居委会主任陈叶翠拉着记者在社区转了一

天，她认为社区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唱唱歌跳跳舞，而是社区解

决自身各种问题的办法和手段。

在当下建设文化强省的号角下，文化，对于百姓到底有多

么重要？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在哪里？甸柳一居似乎成了展示这

一切的缩影。

俱乐部虽然条件简陋，老人们打起乒乓球来却热火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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