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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扫门前雪，是德也是责
元旦三天假，下了三天雪，老人成扫雪主力，鲜有年轻人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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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扫雪，老人是主力

“扫雪的大多是老年人。”3日
上午9点半，杏花村居委会主任张
锦娜刚扫完雪，如是告诉记者。“主
要是楼长、老年志愿者、居委会工
作人员，而这些扫雪骨干，90%是
年纪比较大的人，年轻人参与的
少”。记者随后走访了十余个社区，
出门上街扫雪的无一例外都“90%

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今年还好，有几个家长带着

孩子下来扫雪，我们看到都非常高
兴。”鸿武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用

“难得”和“感动”来形容主动出门
上街扫雪的年轻人。鸿武社区有
1105户居民，这几天出门上街扫雪
的约有四、五十个，包括物业工作

人员、包点干部、楼长、管理员、社
区志愿者，其中，年轻居民仅有四、
五个。这基本上是冬季主动扫雪人
群的年龄和职业结构常态特征。

在位于市中心的东北村社区，
因为辖区内有单位组织员工参与
扫雪，扫雪的年轻人相对较多，但
也只占到扫雪群体的三成左右。

元旦三天假，一直雪相伴。雪后，扫雪成为城市的大事，市区主要街道由环卫工人、
市政工作人员、各责任单位清扫，再加上机械化作业，保证了主干道畅通，公交得以迅
速恢复。

而在社区，记者走访发现，清雪的担子却多由老年人扛起来。“各扫自家门前雪”是
中国乡村社会流传千年的保畅通规则，客观效果是“村社有道，人人有路”。在从乡村社
会向城市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扫自家门前雪”这一传统包涵的公共事务治理精神
和实现方式，更应该得到传承和发扬。

在社区走访期间和在
路上，记者随机采访了约50
个年轻人，其中八成受访者
表示，元旦假期没在社区扫
过雪。“确实好久没扫过雪，
平时上班，出门就发现门口
都被打扫过了。假期里都宅
在家，没意识到要扫雪，实
在惭愧。”在高区工作的小
赵说。

“扫雪几乎是‘记忆’
了。”大学毕业已经四年的
小徐说，平时在单位也扫
雪，但一到休假，就想睡个
懒觉，真没扫过雪，“真心感
谢那些在小区扫雪的人。”

记 者 在 采 访 中 了 解
到，部分年轻人不参加扫
雪的理由是“自己本来也
想参加扫雪的，可是家里
没有扫雪用的工具”。魏女
士对记者说：“看到老年人
在外面扫雪，也想出去帮
忙，可是我家里根本就没
有扫雪用的大扫帚。现代
城市家庭都铺着地板或瓷
砖，家里都只买个拖把，到
哪去找扫帚啊”。

对此，不少居委会工
作人员表示，社区常备了
扫雪工具，居民想参与扫
雪时都可以到社区领取。

┬本报记者 李彦慧

居委会：扫雪不应只是老人扛

“今年下雪多，社区清
雪压力太大了。”鸿武社区
居委会主任姜辉说，元旦
三天假期，居委会工作人
员全程值班扫雪，“ 2 日那
天雪一直没停，大家出来
扫了十多次，一直忙活到
天黑。”

记者了解到，为方便
出行，环翠楼街道办事处
各社区都要求早上 7 点半
前就把主干道的积雪清扫
干净。元旦假期期间，大家
都是早上5点出门扫雪。

清雪任务重，参与人
群却是“老弱”。“参与扫雪

的大多都是老年人，除雪
能力有限，但年轻人工作
大都较繁忙，逢节假日也
会利用时间休息，参与扫
雪的也很少。”社区工作人
员表示，希望更多居民参
与进来。

“ 平 时 ，年 轻 人 上 班
忙，没时间扫雪，我们都理
解，但也希望能找时间主
动 地 清 扫 楼 前 楼 后 的 积
雪。假期期间，希望能积极
参 与 社 区 劳 动 。”姜 辉 呼
吁，“社区是大家的，好的
环境需要大家来努力。扫
雪不应只是老人的任务。”

年轻人：扫雪是“记忆”了

老人

清雪
3日，在建设街附

近，在路边清除积雪
的都是老人。

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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