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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淞园··

自治

居民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
□记者 林千惠

与许多居民区相比，中福二居民区的辖
区范围并不大，辖区内只有一个小区，482 户
人家。但就是在这个居民区，居民们有自己的
“福居星探社”自治项目和居委微信公众号，
每每说起自己居住的小区，居民们脸上总是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福居星探社：新星升起的地方

中福二推行自治项目以来，一直备受居
民欢迎，不过在 2018 年的时候，自治项目团
队长意识到一个问题：目前自治团队里的成
员比较固定，老成员远远多于新成员，再加上
不少成员年纪越来越大，可能日后也没有更
多的精力来参与到自治项目，这样一来，团队
就会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团队里缺
少新鲜血液，自治项目也难再出新意。

也正是为了解决团队这样的难题，2018
年，中福二居民区推出了“福居星探社”自治项
目，旨在发掘居民区内有一技之长的各类“明
星”，鼓励他们展现自己，为居民区注入新活力。

福居星探社力求每月都能发掘不一样的
居民新星，“每月主打星”招募也正式上线。五
月美食星，一道道美食的背后都有一个个温馨
的故事，参与者上至 70 多岁的爷爷、奶奶，下
至还在读小学的少年郎；六月文曲星，线下进
行书画演示活动，线上不少六月文曲星来投稿
自己的音频，用声音与大家分享好故事；七月、
八月才艺星，正在放暑假的福居少年们用才艺
绽放星光；九月智慧星，为小区建设建言献策；
十月老寿星，自治项目团队与社会组织共同举
办耄耋老人集体生日会，为老寿星们过生日
……“每月主打星”结合线下的主题活动开
展，线上的广泛招募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以
照片、短视频等形式在中福二微信公众号上进

行了一系列的主题推送展示，吸引了许多“新
面孔”的加入。

通过一年的项目活动开展，吸引了越来
越多居民的参与。同时，福居星探们也在不断
寻找、慧眼识星，在这些闪耀新星中，既有素
人明星、也有跨界达人、更出现了星星 family
……新星们从“每月主打星”脱颖而出，或走
上台来展示才艺、或为小区建设出谋划策，或

将爱和欢乐接力传递……福居里的熠熠星
光，“福居星探社”寻找自治新星，成为社区
自治的新生力量；“每月主打星”掀起自治热
潮，营造全民自治的和谐氛围。

居委公众号：居民共同的期待

2015 年，中福二居委创建了属于自己居

民区的公众号———微福居。中福二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崔佩生告诉记者：“我们的初衷是多
建立一个与居民们沟通互动的渠道和平台，
同时也希望通过微福居这个公众号，居民们
能够更了解我们居委，也更了解所生活的这
个居民区。”

微福居微信公众号创建的时候刚好是国
内新媒体火爆的时候，居民们对微福居微信
公众号也充满了好奇。“居民们都觉得居委很
‘潮’！但我们做微福居公众号也并不是一味
地跟风、追潮流，我们是很认真地在对待这件
事，也想把微福居公众号长久地做下去。”提
起这个居民区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中福二居
委主任贾春凤也是一脸自豪：“我们从公众号
创建之初，就请了专门的媒体老师来上课，专
门培训新媒体制作的方法和技巧，我们在运
营微福居的过程中，也在根据居民的需求不
断地改进。”

渐渐地，微福居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也
越来越大，居民们参加完居民区里的活动、
讲座，回家都盼着能在微福居上看到相关的
信息和照片，这也成为了中福二居民们共同
的期待。中福二的居民说起自己居民区的这
个微信号，也是非常开心：“我都置顶微福居
了，这也是我最常浏览的公众号之一。”一些
居民甚至主动请缨，希望能当活动现场的摄
影师，为微福居提供活动现场的照片，“居民
的喜爱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中福
二居委主任贾春凤告诉记者，看着微福居微
信公众号上的阅读量，从一位数，变成两位
数，再变成三位数，粉丝数量与日俱增，后台
的留言和消息也越来越多，“微福居为居民
们记录下身边的美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
中福二居委和自治项目小组都说：“居民

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对他们来说，居民
的笑脸，就是最大的肯定。

茶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为了让居民们领略中
国茶文化的历史，7月 9日，高雄
居委邀请上海好时代公益服务中
心的茶艺老师开展 2019 自治项
目第三次活动：“以茶为媒，弘扬
国学精髓”茶艺讲座，与三十位社
区居民们分享饮茶、辨茶、品茶的
知识与门道。

据了解，经过茶艺老师的讲
解，社区居民对中国茶文化有了
深刻的认识，了解到茶的品种分
为绿茶、红茶、青茶、白茶、黄茶、
黑茶。中国各地皆产茶，品茶也是
融入当地文化的一个过程。随后，
茶艺老师表演了一套“功夫茶”
的流程，每一个动作都优雅大方，
每一个步骤都韵味十足。茶艺老
师一边示范一边热情地为大家讲
解茶学知识；居民们通过眼观、鼻
闻、口品三个步骤，感受茶的芳香
鲜美。品茶就是品人生，茶如人
生，人生如茶。此次茶艺讲座让社
区居民收获了丰富的茶艺知识。

居民吕阿姨表示，虽然自己
在家泡茶已经很多年，还真的没
有注意到泡茶有这么多讲究，她
回家一定要马上开始练习怎样优
雅地泡一杯“静心茶”。

“以茶为媒，弘扬国学精髓”讲座分享茶艺知识
7月 16 日，徽宁耋趣文化沙龙第四次活

动在徽宁居委举行。本次活动特邀了上海百
联集团党校原副校长、培训中心原副主任，现
任徽宁居民区党总支委员于人老师，为大家
进行《民国瓷器》收藏、鉴赏知识讲座，受到
了居民们的热烈欢迎。
于人老师以民国时期的“桃花美女”瓷

器为题，讲授了中国近现代的彩瓷文化。据了
解，“桃花美女”主题瓷器创于晚清民初，是
文人墨客们为逃离政治乱世，抒发内心结郁
的时创。“桃花美女”形象的原型源于“金陵
十二钗”，有才的画
师把书帛上的姑娘
描绘在了瓷器之上，
经过烈火烧制，经久
不褪色，光彩亮人，
更加独特。每个画家
所用技艺的绝妙，不
同风格的画师将自
己在绘画上的绝技
用到了瓷器绘制上，
使得“桃花美女”们
各有风韵，“人同神
不同”。
为了让居民们

更加真切的感受瓷
器的魅力，于老师特
地带来了自己的珍
藏，有盖碗、茶壶、笔

筒等各色瓷器。在零距离的把玩中，居民们对
瓷器知识和“桃花美女”魅力的认识更加深
刻。
在活动的最后，于老师就如何收藏瓷器

以及购买瓷器时所需注意的要点进行细致
的讲解。如何鉴别良莠不齐的古玩瓷器是观
众们最为关心的，于老师针对着每一个可能
存在的瑕疵都参照图片进行了解释，并借由
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居民们现身说法。最后，
于老师也强调：“收藏有风险，购买需谨
慎！”

徽宁居民区举办民国瓷器鉴赏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