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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团火，

燃烧自己、温暖他人

时间回溯到2012年7月，陈叶翠被查出
患有恶性肿瘤，经过一次大手术、两次化疗
的她，原本应该在家静养一年，但陈叶翠仅
仅休息了两个月，就回到了社区。“我一到社
区就感到浑身有劲，如果把我的胸膛剖开，
就看到两个字‘社区’，我离不开我的居民，
他们也离不开我。”这是陈叶翠的铮铮誓言。
头发掉光了，就戴着假发；走路多了，腿水肿
了，就回到社区自己捏捏。

就这样，陈叶翠拖着大病未愈的身体，
走进二汽改片区247户居民的家中，做起了
政府、居民、开发商之间的沟通协调员。她带
着几名社区党员反复入户调查，一条条地搜
集整理了190多条居民意见。

走访中，很多居民反映，有一些户型设
计的房间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个别户型的
卧室只有6平方米……为了彻底弄明白这些
问题，陈叶翠亲自测量自家的卧室和卫生
间，也走访了很多亲朋和居民，“卧室小的有
9平方米，大的有13平方米，基本上都是这
样，只有卫生间才是6平方米左右。”陈叶翠
当即“炸”了，“设计师先回去看看自家的厕
所，再来设计我们的户型。”一时间，这句话
成了甸柳一居居民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陈叶翠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
职责和担当。在陈叶翠的坚持下，在历下区
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居民争取到了应有的
权益——— 房屋置换的差价低于市场价，高于
评估价；过渡费每月提高400元，开发商先交
给政府部门代管，由政府部门代发。最终，搁
置多年的二汽改旧城改造项目得以顺利实
施。2016年6月29日和30日两天，选择产权调
换的243户居民全部“回家”。

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在陈叶翠的协调
下，开发商修改了20余次方案，才实现了征
收补偿方案、征收工作流程、征收房屋调查
结果、安置房源、选房过程、现场办公电话和
人员“六公开”。为了说服最后几户居民搬
迁，陈叶翠在满是玻璃碴的路上不知走了多

少趟，鞋子都走坏了几双。送过冬棉衣、送生
日蛋糕……她用实际行动带领着甸柳一居
走在“人和乐居”的康庄大道上。

“以党建为龙头、以文化为灵魂、以服务
为核心、以居民自治为方向”，在陈叶翠这个

“四位一体”的工作理念中，她依然把党建摆
在最突出的位置。

这些年来，在她的带领下，甸柳一居先
后探索创新出“一委、两站、两会”工作模式、

“四议三评两公开”群众工作法、“1+X”社会
工作模式、“社区+社工+社团+社区志愿者”
居民自治工作模式、“四个结合”创城工作法
等，组建社区各类服务队伍、团体17支，凝聚
党员群众3000余人，推进了基层党组织建设
和社区治理能力的“双提升”。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陈叶翠用30
年的奉献践行着她自己的诺言——— 愿做一
盏灯，为社区的发展探索方向；愿当一杆旗，
当一个新时代社区建设的领路人；愿结一张
网，网住居民心，办好更多事；愿化一团火，
燃烧自己、温暖他人……

她是一张网，

是一心系民的好书记

小巷总理，大道人生。作为社区当家人，
陈叶翠是一个大家长。她有一个随身携带的

“小本本”，上面记满了群众的大事小事，年
轻人找对象、孩子上学、下水道堵塞……30
年来，工作记录本用了70多本，记录了100多
万字，摞起来足有一米多高。

甸柳第一社区始建于1984年，是城市拆
迁集中安置区，面积仅有0 .4平方公里，却住
着近3000户1万多人，其中离退休、下岗失业
和困难群众占到30%左右。

30多年前的社区办公条件和服务水平
可想而知。但从陈叶翠进入社区的第一天
起，她每天都会抽出时间走东家串西家。用
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她和当时居委会的同
事们就跑遍了家家户户。谁家家庭关系怎么
样，谁家孩子考高中上大学，谁家条件很困
难，她都了如指掌。有时一天走访好几户，陈
叶翠怕忘了居民的要求，就随身带着一个小

本子，这一记就是30年。现在有70多本，摞起
来有一米多高。

就算天天往居民家里跑，顶多也就混个
脸熟，要让居民信服，还是得靠自己腰杆硬，
能办成事。

社区里拆违章建筑，涉及党员的一律先
拆，然后才拆群众的。不管对方是位高权重，
还是一介布衣，陈叶翠一碗水端平，谁有理
就买谁的账。

有居民光着膀子跑到居委会索要低保，
陈叶翠一拍桌子，“回家穿好衣服再来。多大
的人了，一点事不懂吗？”

遇到家庭纠纷，陈叶翠“帮理不帮亲”，
替居民守护住了应有的房产；碰上可管可不
管的事，陈叶翠又“义不容辞”考虑在居民前
面，借着社区修缮停车棚的机会，帮助刘象
乾老两口解决了院子积水的问题……30年
来，陈叶翠每天面对的就是家长里短，但每
一件事经由她手，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只要是居民的事儿，咱就得管，而且要
千方百计地办好。”陈叶翠始终践行着当初
的诺言，“大事得到居民支持、难事得到居民
理解、好事要让居民高兴。”在陈叶翠的努力

下，社区的威望有了，一呼百应成为了现实。
“就在几年前，三个社区工作人员清理

一个楼道的小广告，一天都没有清理完，”社
区工作人员逄博说，“现在居民都开玩笑，

‘我们的环卫工人’都能放几天假了。”靠的
就是居民自治水平的提升。

如今，环境靓丽了，车辆停放有序了，楼
道有人管了。

陈叶翠还是从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着
手，把4个党支部、16个党小组、239名党员按
照“网格”网下去。全辖区共分为4个大网格、
11个小网格、16个网格员、若干网格长。“把以
往居干包片改成了党支部包片、党小组包
楼、党员包户。”陈叶翠说，“各支部自我管
理、自我督促，各支部间互相学习、互相竞
争。”更多的党员走到居民当中，党员带头，
社区都相处成一家人，工作更接地气，社区
自然更好。

党员起到的是模范带头作用，居民的参
与才是社区凝聚力的体现。有黏合力，有信
任感，只要社区一号召，自然人人参与。正如
陈叶翠所说，“社区千好万好，不如让群众参
与进来好，群众能把社区的事当作自家的事
来管，这是最可贵的，也是我们甸柳一居最
大的特色。”

港华燃气、济南公交总公司、甸柳一小、
济南热力分公司、山东省第一地质勘察院
等，全部成立了党群志愿服务队，经常利用
周末和节假日进行志愿服务活动。“就算有
的居民不参与打扫卫生、清理楼道，他们也
会被感动，至少会自觉维护楼道卫生。”陈叶
翠说。

如果遇到物业或者单位宿舍不配合，陈
叶翠就组织其他单位的志愿者，统一着装，
到这里开展志愿服务，“人心都是肉长的，不
相信他们不感动。”甚至，有时候陈叶翠还会
带着社区党员和社区工作人员找到单位去，

“你们就在咱辖区，咱们是一家人，你们怎么
能不积极？”陈叶翠就靠着这样“执拗”的性
格，直到打动对方单位为止。

“社区就是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在这
个‘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陈
叶翠真的是把每一户居民、每一个驻区单位

当成了自己的家人。而她，也愿意负担起“家
长”的职责。

她是一杆旗，

是新时代社区建设的领路人

2006年，陈叶翠创新性引入专业社工，
成为全省首个拥有专业社工服务的基层社
区；2013年，在全省创建首家“社区道德银
行”。在她的带领下，这个建成30多年的传统
开放式小区，现在已变成了处处整洁有序、
人人热情有礼、邻里友善和睦，社风正、民风
和，近者悦、远者来的“人和乐居”。

细细数来，这么多年甸柳一居接连荣获
省级文明和谐社区、省级模范居委会、全国
社区服务先进社区、全国社区共建共享先进
单位、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等多项荣
誉称号。这里面离不开陈叶翠的踏实肯干，
更离不开她的创新和敢为。

对于甸柳一居和陈叶翠来说，2006年是
具有革新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陈叶翠偶然
结识了山东大学社工系教授高鉴国和香港
资深社工、山东大学顾问黄智雄教授。就是
他们给甸柳一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区管

理服务理念——— 社工。当她得知黄智雄有意
在大陆推广专业化社工服务时，陈叶翠主动
帮忙联系工作地点，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2007年元旦，陈叶翠邀请到黄智雄，但
黄智雄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陈叶翠直接打
电话让居民准备菜。一家准备一个，当天准
备了30个菜。“虽然时间紧，大家伙端出来的
都是咸鸭蛋、炒咸菜、香肠什么的，没想到却
把黄先生的心留下来了。”

当时的陈叶翠正苦于不知如何将社区
服务快速提升到新的层次，又很难看懂西方
那些包含个案、小组、介入、接纳等专业词汇
的著作，高鉴国和黄智雄为陈叶翠打开了一
扇名为“社工”的大门。为了彻底弄懂社工的
发展，陈叶翠开始跟着高鉴国、黄智雄到加
拿大、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社区治理服
务的经验交流。渐渐地，社工这一新兴行业，
在济南落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起来。

2007年，孙成键成为第一批入驻甸柳一
居的基爱社工，她也是基爱的筹建人之一。
虽然她的工作地点已不在社区，但她曾明确
表示，“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社区。陈主任要
求严格、作风务实、雷厉风行、全心全意想着
居民，这些精神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在甸柳一居，基爱承担的第一个项目是
关爱儿童成长，主要针对低保家庭，慢慢扩
展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从最初的挨家挨户
做工作，告知他们为什么不收费，服务的内
容和时间等，到第三年短短几天招满30个孩
子同过暑假，发展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2012年，陈叶翠报名参加了中级社工证
的考试，有段时间，她天天把自己关在自家
卫生间里看书。结果，政策法规和能力两项
都考了70多分，实务这门只考了20多分。这
下陈叶翠清醒了，本来认为自己在很多工作
实际操作中还行，在理论知识上存在较大差
距，结果还是有脱节。至此，她也彻底弄清楚
了“岗位社工”和“项目社工”的区别。也是在
2012年，历下区投入100万元购买了甸柳一居
社工的岗位和项目，在陈叶翠坚持中，社工
的春天真的到来了。

说到创新的话题，绝不仅限于陈叶翠是
小巷总理中第一个接触社工并致力于推广
这一案例。全省首个社区道德银行，就是仿
照银行的形式，把社区居民在家庭、社会和
单位的优秀道德行为兑换成一定的积分，存
入道德银行。当道德积分达到一定的分值，
可以兑换奖品或社区免费服务。2015年初，
老党员刘春生成为道德积分换取社区服务
的第一人。

她是一盏灯，

为社区的发展照亮方向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点
上，陈叶翠当年的心愿依然萦绕耳旁，“我要
把社区建成党员和居民的精神圣殿，这就是
我的中国梦、社区梦。”

她是居民心中的大姐、阿姨，是社区工
作人员口中的老太太，她是一个闲不住的
人。每天从家到居委会的路程骑电动车只需
要5分钟，可陈叶翠却常常要走上一两个小
时，用脚步丈量着民生情怀。这些年来，她为
社区居民办理了5大类25项民心工程，为社
区里的2992户家庭、10291名居民编织了一张

“民生网”“幸福网”。
30年，1万多个日夜，陈叶翠从未把自己

当成一名干部。“居委会是个自治组织，上为
政府分忧，下为居民解难。”在甸柳一居、甚
至在甸柳新村街道，只要提起“老太太”，大
家都知道是她。那个一心扑在社区上的陈主
任、陈书记、陈叶翠。

为安置社区残疾人就业，她带领大伙儿
建起了历下区第一家手工作坊；为帮助困难
家庭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她在社区成立
了“再就业促进会”，协调驻区单位为弱势群
体提供就业岗位、就业信息和就业技能培
训；为照顾社区里的孤寡、空巢老人，她发动
志愿者成立了邻里互助“妈妈团”，对特殊老
人实行24小时无缝隙服务；为解决社区养老

“吃饭难”的问题，她协调沟通多个部门、单
位，建起了社区老年食堂……

辖区特困居民没钱治病，她千方百计
协调医疗费；居民楼要安装保温墙、暖气、
消防栓，她就天天从早到晚盯着把工程干
完；小区里有乱停车的、遛狗不拴绳的，她
就挨家挨户去找，直到把工作做通；外来租
住户家庭遭遇突发事件，不管是不是辖区
户籍，她第一时间发动社区进行帮助……
每天大大小小的事，她要受理四五十件，
0 . 4平方公里的辖区，陈叶翠转一圈就是三
四个小时。

陈叶翠用70多本、百余万字的民情日
记，换来了居民的爱戴；相对单线条的政府
行为和上级任务，她更愿意把简单的事情搞
得“复杂”一点，将全社区发动起来、参与进
来。她用30年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证实着为
人民服务的誓言；无论到何时，无论在何地，
当甸柳一居的居民提起“老太太”时，呈现在
脑海中的还是那个行动风风火火、说话铿锵
有力、办事利索泼辣、内心细腻温柔的“邻家
大姐”。

陈叶翠走了，她的心里还惦念着“社区
里的大事”和居民们“鸡毛蒜皮的小事”。“辛
辛苦苦累了30年，如今啊，她也终于可以好
好歇一歇了。遥远的天堂里，多了一位可亲
可敬的‘老太太’，您温暖了别人一辈子，愿
在天堂，有爱相随……”第一社区陈叶翠的
老朋友们抹着眼泪，最后一次在她身旁轻声
耳语。

翠翠叶叶春春风风暖暖社社区区 拳拳拳拳赤赤心心感感党党恩恩
——— 追记历下区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叶翠

陈叶翠生平简介

陈叶翠，女，汉族，1955年9月出生，1974年12月参加工作，2002
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2月至1976年5月下乡任小学教师，
1976年5月至1988年5月任省地质一大队宣传干事，1988年5月至
2003年9月任甸柳第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2003年9月至2004年10
月任甸柳第一社区居委会主任，2004年10月至今任甸柳第一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叶翠曾先后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优秀社区工
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第二届全国模范“小巷总理”等，并当选
济南市第十次和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山东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
党的十八大代表。

冬天来了，树叶落了，陈叶翠走了。
11月11日20时56分，党的十八大代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陈

叶翠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可曾看到，甸新东路两侧送行的千余名群众？可曾想过，老伴

儿刚走不足百天，又怎舍下孝顺的女儿和乖巧的外孙？可曾挂念
着，诸多社区繁杂事务？

……
阳光刺眼，呜咽声不绝于耳。
被誉为一团火、一杆旗、一张网、一盏灯的“小巷总理”走了。留

下的，是社区点滴积累下的财富，是甸柳新村长久的思念。
音容笑貌犹在，为民精神永存。
一盏灯、一杆旗、一张网、一团火。30年来，每天扑在一线，和居

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陈叶翠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
员的服务宗旨。她，擎着一颗大爱之心，用真心换真情，以党心聚民
心，赢得居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翻开陈叶翠的荣誉簿，可看到长长的一列——— 全国模范人民
调解员、全国优秀社区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四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第二届全国模
范“小巷总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并当选济南市第十次和第
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山东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党的十八大代
表……

诸多光环，但陈叶翠最感责任重大、最为珍视的就是“党代
表”。“党的代表，就是要为老百姓代言、为老百姓担当！”陈叶翠在
公开场合不止一次这样表达：“老百姓可不是天天都能见到省委书
记、市委书记、区委书记，他们每天见到的就是我，我干得好，老百
姓就会对党有更深厚的感情。”

甸柳社区报

本报记者 林媛媛 通讯员 刘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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