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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柳社区报

居事

2266年年，，我我的的社社区区情情
我今年59岁了，33

岁起就在甸柳第一社
区居委会工作，到现在
已经整整26年了。

1988年 ,街道从驻
区单位抽调人员组建
居委会 ,单位推荐干了
10年宣传干事的我。接
到调令的那一天我去
了居委会 :一间自行车
棚改建的小屋 ,连张桌
子也没有……说实话，
当时我也退缩过，也曾
想过放弃，但现在我可
以自豪地告诉所有人：

“我爱社区，我爱社区
工作！”因为这份工作
有价值，我觉得这个工
作有干头，值得花心思
干好、干精！

26年，一直在这里

我们社区1988年建立，最
初是为了安置拆迁居民，后来
随着国有企业转型改制，越来
越多的失业、下岗职工脱离单
位转入社区，在0.4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住着近3000户10000多
人，居民成分复杂、人口密集，
下岗人员多，困难户多，不稳定
因素多，管理难度大。

现在走进我们社区，你会
看到，社区楼不高、路不宽，但
却干净有序；你会听到，到处是
悠扬的乐曲和人们的欢歌笑
语；你会感受到，这里人与人之
间热情相待、和睦相处，整个社
区处处都是安乐祥和、笑意盈
盈的和谐景象。在我们社区，有
对重病在身的丈夫不离不弃贴

心照顾的贤妻刘霞；有教育子
女“先学做人再做事，要有正义
感，有责任心，要助人为乐”的
九十岁高龄慈母陈梅林；还有
尊老爱老，三十年如一日尽心
赡养九十岁老父亲的孝女王
莉……

这种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实
现的，更不是我一厢情愿埋头

苦干得到的，而是我们社区居
民、社区与日俱增的感情及携
手共建人和乐居的决心努力打
拼出来的。心连心，不是上嘴皮
碰碰下嘴皮说说那么简单，这
里面包含了我26年的酸甜苦
辣，囊括了我从青年到中年的
半生岁月，更记录了我近万个
日日夜夜的社区情怀。

邀请居民共管社区

不论社区的大事还是小
情，我都本着一个原则：“先让
居民真正参与进来，再邀请他
们共同管理，就没有管不好
的。”2013年11月，二区九号
楼一户居民家中着火，灭火
后，消防人员建议给每个单
元楼配备灭火器，44栋楼要
花5万元。虽然社区协调办事
处和有关部门也能掏得起这
个钱，但经过再三思考，我决
定让居民参与进来，社区自

己的事情自己解决。我先找
了两个楼做试点，召集楼内
居民进行座谈，征求大家意
见，看每家愿不愿意拿出几
块钱购买灭火器，经过协商
表决，大家一致同意自费购
买。其实我这样做，不是非要
让居民掏这几块钱，而是让
居民都能够真正参与进来，
这样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把公
共物品当成自家的去爱护，
形成“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

家”的浓厚氛围。
社区服务就是要从细微

处入手，服务群众，温暖人心
是我们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准
则，社区以四德工程为基础，
净化居民思想的同时大力拓
宽社区服务渠道，提升社区
服务标准，为了进一步完善
居家养老无缝隙照顾服务，
我们在社区志愿者中组建了

“妈妈团”，用自有的社区居
民资源打造邻里互望、社区

照顾这一全新的居家养老模
式。这一大胆举措既解决了
社区老年人孤独怕老的心
疾，又满足了社区育龄妇女
的就业需求。这种以本社区
居民服务本社区老人的居家
养老模式，不仅能实现老人
不出社区就能安心养老，还
能促进社区发展，加强社区
居民之间的联系，构建居民
的社区支持网络，建设有情社
区、和谐社区。

打造最前沿社区服务

最初来我们社区参加活
动的都是老年人，不是我们的
活动不新颖，更不是年轻人对
于社区活动不屑一顾，根本原
因在于我们的关注点出现了
偏差。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
集思广益，策划了金婚银婚庆
典活动，让儿女们一起参加父
母的婚礼，银发配上婚纱，皱
纹伴着笑靥，活动现场简直可
以用轰动来形容。经过几场大
型社区活动后，陆续出现了中
年人、青年人、孩子们的身影。
现在我们大活动不断，小活动
连连，既充实了社区业余文化
生活，又充分发挥了党和政府
联系群众的载体作用。

另外我们还成立了真棒
乐园、小白灵合唱团、小葵花

绘画学习班等众多深受广大
家庭欢迎的特色团队。用服
务凝聚民心，以居民带动居
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社区思潮、凝聚社区共
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最基础的东西就在社区，
就在居民自身，在我们社区
有常年无怨无悔无私奉献的
好支部书记丁绪亭，在我们
社区有常年关注健康网吧，
传递爱心的老党员刘春生，
在我们社区更有许许多多默
默传递正能量的热心居民，
与我们一起打造首善之区的
首善一居，是他们为我们的
社区建设献力献策，更是他
们一直鞭策着我们走在社区
服务的最前沿。

随身小本记下居民大小事

平时，我总是随身携带一
个小本子，随时随地把居民的
大事小情记下来，像年轻人找
对象、下水道堵塞、夫妻闹矛盾、
考大学报志愿等等。为了让居
民能及时找到我，我的手机都
是24小时不关机。我经常叮嘱
我的同事，我们的工作就是服
务，服务就要用心，不用心的工
作就没有温度，不会出彩，更谈
不上成功！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社区
居民更是形形色色啥样的都

有，但作为一个社区的大家长，
不论什么样的居民我都一样看
待，只要是社区里的事，只要是
我们居民的事，我们都要管。在
管的过程中用心、用情、用爱拉
近彼此的距离，我经常说：“没有
什么比心与心的交流更为珍
贵，没有什么比爱更深，没有什
么比情更浓！”

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让
我最挂心的是残疾人、孤寡老
人和特困户，这些群众最需要
帮助和关爱，一有时间，我就到

他们家中坐一坐、聊一聊，尽力
帮着处理一些他们克服不了的
困难。

社区内有一对残疾夫妇李
道鲁和张建华，下岗后只有靠
低保维持生活。2001年，夫妻两
人同时患了癌症，使原本脆弱
的家庭再次遭受重创。为了报
销李道鲁的医药费，我一遍遍
地联系李道鲁的原单位，帮他
补办各种证明。一个个的电话，
一趟趟地咨询，急得我满嘴都
是泡，嗓子都哑了。功夫不负有

心人，最终打动了李道鲁原单
位的负责人，为其报销了3万元
医药费，社区还发动居民为其
捐款1 . 4万元。二人先后去世
后，留下年幼的女儿李艳，社区
便主动资助她上学和生活。多
年过去了，如今的她已大学毕
业，成了一名合格的护士。当李
艳跑来告诉我，她终于有了自
己的收入，不用再吃低保时，我
抱着这个可怜的孩子泣不成
声，心里那种欣慰比我自己的
女儿有了正式工作还激动。

□陈叶翠 甸柳街道办事处第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中共十八大代表

甸柳一居的社区养老范本

每每天天88小小时时照照料料

全全部部政政府府买买单单

社区百岁老人收到鲜花后
开心地笑了。

本报8月14日讯(记者 林媛
媛 ) “颜奶奶，今天中午想吃点
什么？”在甸柳一居9号楼颜奶奶
家里，宋阿姨一边打扫卫生一边
陪着老人聊天，准备一会儿给老
人做午饭。今年96岁的颜奶奶子
女们不在身边，每天8个小时在
家里陪伴照顾她的宋阿姨，是社
区里的家政服务员，这8个小时
的照料全部由政府买单。

“‘家和邻乐’项目是甸柳一
居今年推出的社区养老项目，项
目由社区妈妈团、社区邻里团和
社 区 社 工 团 三 个 团 体 共 同 构
成。”甸柳一居的社工娜娜告诉
记者，宋阿姨就是社区妈妈团的
成员。

“社区妈妈团，其实就是社
区里的中年妇女担起家政服务
员的职能，为社区里的老人提供
全方位的家政服务。”娜娜告诉
记者，社区妈妈团提供的服务跟
家政公司不一样，他们不光给老
人做饭做家务，还陪老人聊天、
看电视，给老人唱歌。“而且妈妈
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甸柳一居
的居民，跟老人本来就认识，是
老邻居，照顾起来也更加上心。”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
高，传统的生活照料式养老模式
已无法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他们需要更多的精神层面上的
慰藉。”甸柳一居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陈叶翠介绍说，“家和邻
乐”养老服务不仅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社区困难家庭就业的问题，
而且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
促进了社区和谐，使整个社区洋
溢着浓浓的人情味。

除了社区妈妈团，社区邻里
团也是社区的一大特色。“我们
发动辖区内身体健康的老人加
入到志愿者队伍中，发挥特长，
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些免费的服
务。”娜娜说，老人们参与到社会
活动中来，一方面能够给社区居
民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让志愿
者本身得到很大的成就感。“现
在，我们社区已经有免费理发、
免费修水电等多项服务，都是由
社区的老年志愿者提供的。”

作为“家和邻乐”项目的主
要操作者，来自济南市基爱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团发挥着
很大的作用。“我和两个同事主
要负责这个项目的运作和监督
工作，包括每周一次的妈妈团例
会都由我们来负责。”“社工团的
成员并不是只有我们3人，目前来
自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20多个
志 愿 者 也 在 帮 我 们 做 相 关 工
作。”

陈叶翠为居民讲十
八大精神。

陈叶翠为社区独居老党员陈祖光送去腊八暖心粥。

小巷总理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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