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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渡·

周到

家住玉兰居民区晋元里的崔桂珍阿姨退
休生活十分忙碌，作为静安区市民巡访团成
员、曹家渡街道市民巡访队队长的她，还兼
任平安志愿者和余姚路 321 弄 12 号楼的楼
组长。在服务社区的同时，崔阿姨还拥有一
个热闹和睦的大家庭，曾获得区 “最美家
庭”的荣誉。

巡访队长的自觉
———“走过路过别错过”

崔桂珍从 2009 年开始参加市民巡访工
作，她的工作守则就是一句话———“走过路过
别错过”。针对辖区内出现的不文明现象，不
管在不在巡逻时期，都要做到时刻留意，随时
纠正、反映。在推行公勺公筷工作期间，为了
在三天内巡访 46 个点位，一天走两万步对崔
阿姨来说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在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复评期间，崔桂珍
和巡访队队员们的身影出现在街道的每一个
角落，他们及时发现问题，指出不足。一次在路
过昌平路时，崔桂珍发现一家药房门口堆物严
重，自行车乱停放，导致环境脏乱。她立马将这
一现象拍下来上报，没过多久便有专人前来处
理，不到两小时的时间，乱象便得到了改善。

楼组长是一个日常和居民打交道的工
作，崔桂珍告诉记者，做社区工作就是要“把
自己磨圆了，不能和别人硬碰硬”。在楼组中，
她充当着居民间的调和剂，邻里间的小矛盾
小摩擦总是由她出面劝说。崔桂珍一家对楼
组内的独居、空巢老人也格外关心，时常关注
他们的情况。一次，邻居们发现楼内一位 97
岁高龄的老人家中没了动静，又正逢崔阿姨
不在家，崔阿姨的丈夫便去到老人家中，将老
人送往医院。

在疫情期间，作为平安志愿者，崔桂珍和

其他志愿者们负责起小区内公共区域的消毒
清洁工作。大年三十当晚，负责站岗的崔阿姨
从晚上 11 点一直到凌晨 1 点都坚守在自己
的岗位上。“志愿者首先要有爱心，要发自内
心地愿意去帮助别人。”作为志愿者的崔桂珍
对自己的要求是———根据需要，随叫随到。

为人子女的准则
———“孝敬老人不能等”

“身兼数职”的崔桂珍工作之余的时间
都忙着照顾自己年迈的母亲，还因此获得过静
安区“最美家庭”荣誉称号。崔桂珍出生于一个
大家庭，父母共有6个子女，由于父亲早年间患
急病过世，给了崔桂珍一家很大的打击。因此，她
将自己的孝心全部倾注在年迈的母亲身上。

2008 年 2月，崔桂珍的母亲患上糖尿病
入院，需要 24 小时陪护，崔桂珍和两位姐姐

轮流陪伴母亲。母亲出院后，为了减少母亲的
奔波劳累，崔桂珍学会了自己打针，每天为母
亲测量记录血压、心跳，一天需要记录七次血
糖，注射三次胰岛素。

崔桂珍告诉记者，自己平时做社区工作
经常会接触到老人，也经常帮助老人，对外面
的老人尚且关心，更加应该尽心照顾自己的
母亲。崔桂珍平日里和母亲睡一张床，母亲身
体情况允许时常常一家人一起出游，带母亲
各处看一看。在经历过父亲突然离世的悲痛
后，她深深地体会到了“孝敬老人千万不能
等”。

不管是市民巡访队队长、平安志愿者或
者身为楼组长，崔桂珍在每个岗位上都投入
自己最大的热情。在生活中，她无疑是一个孝
顺的女儿，兄弟姐妹间相处融洽。保持积极平
和的心态，帮助能帮助的人，让崔桂珍在社区
中成了人人欢迎的“红人”。

□记者 廖荩薇

刚刚过去的重阳节，在均泰居民区阳光名
都小区的5号楼内，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们都收
到了一份可口的重阳糕。楼内的小朋友们纷纷
加入送糕队伍，亲手给长辈们送去祝福。在传
统佳节，或是给居民们送去礼物祝福，或是相
聚在一起动手做食物，这些都已经成了阳光名
都小区的一个传统，在 5号楼楼组长柯咪咪的
带领下，楼组乃至整个小区都凝聚到一起。

一支队伍发展为一个阵地

柯咪咪从 2004 年入住阳光名都小区，便
开始担任 5号楼的楼组长，当时的楼组工作
比较混乱，楼组也存在着许多问题。2014 年，
受到委托，柯咪咪接手了读报小组的任务。原
本的读报小组活动，每月在小区的大厅内开
展，来往的人较多，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因此
柯咪咪在接手后便将活动地点移到自己的家
中。每月一次的读报小组，大家聚集在柯咪咪
家中，就最新的政策时事展开讨论。

柯咪咪积极发动楼组内党员，凡事党员
“先知道、先讨论、先行动”，之后读报小组日
渐发展，成立了党员议事小组。小组成员先制
定了睦邻公约，组内成员带头守公约、作表
率，从自身做起，解决清理楼道堆物和自行车
停放问题。

在美化楼组方面，一楼的宣传版面上，张
贴着楼内小朋友的微笑照片，二楼和八楼的

宣传版面中还有睦邻组活动剪影和小组成员
的手工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宣传版面并
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根据活动的开展，常常更
新版面上展示的照片，让居民们看到楼组内
的最新风采和动向。

柯咪咪带领楼内党员和楼组骨干一起，
走家串户倾听楼组居民意见，挖掘楼内能人，
发动居民参与楼组活动，耐心做居民工作。原
先的读报小组也渐渐从每月一次的读报讨
论，变成每月两次大家积极参与的学习交流
活动，除了读报外，还新增了讲师讲课等丰富
的课程。慢慢地原本小小的一支读报队伍发
展为一个阵地，楼组环境变温馨了，居民关系
也变紧密了，人人都开始关心楼组，纷纷参与
楼组建设、自发守护楼组环境。

一个楼组扩散到整个小区

2017 年，由柯咪咪担任楼组长的 5号楼
被正式命名为“友邻楼”，成为当年“美丽楼

组”的示范点，同时还作为“复旦—益联社会
治理促进中心”的楼组试验点。

成为自治楼试验点后，柯咪咪开始在楼
组内募集楼组自治基金，每户 10 元，目标是
自筹500元以上。在有了楼组内党员阵地后，
楼组中的居民们也更加熟悉，也愿意为楼组做
贡献，得知楼组长在筹集楼组自治基金，大家
都积极响应。“为了楼组建设，许多居民都表
示可以多捐出一些钱，但我告知他们，规定好
每户10元，一分钱也不用多出！”柯咪咪告诉
记者，就这样一家家地筹，最后共筹集到了
710元自治金，这也是“友邻楼”的第一桶金。

楼组内有专门的居民担任出纳和会计来
管理这笔自治金，有了这笔自治基金，楼组内
的“人情味”也变得浓厚了，春节每家每户送
一副春联，楼组内洋溢新春的喜气；传统佳
节，用自治金购买材料，居民自己动手制作汤
圆、月饼、香囊，节日过得更有氛围；“小达人
秀”才艺展示中，小朋友们有了表现、交流的
平台⋯⋯

柯咪咪在楼组活动中屡屡邀请小区内其
他楼组长参加，随着活动越来越丰富、精彩，
在居委的支持下，参与的人员也从“友邻楼”
扩散到了整个阳光名都小区。每年一次的“小
达人秀”聚集了小区内多才多艺的小朋友，大
家自发报名筹备节目，通过筛选后在“小达人
秀”平台展示。

阳光名都通过对“友邻楼”建设，让陌生
的居民熟悉起来，让寂寞的楼道热闹起来，逐
步构建起互识、互动、互信、互助的邻里关系。

曹家渡有位崔队长
身兼社区多项“高管”职务

楼组有事互相帮 邻里有节一起过

□记者 廖荩薇

曹家渡社区晨报的读者对
万航居民区“书画天地”团队
一定不陌生，这个团队中的成
员们个个都有一身的本领，本
报“读者”栏目也曾展示过他
们的作品。近期，正值秋高气
爽、金桂飘香，“书画天地”团
队的团员们组织了一次秋游，
来到嘉定秋霞圃赏桂写生。

▲

每年五次画展两次出游

“书画天地”成立至今已
有 7 年，现有成员 22 位，团队
成员的平均年龄在 75 岁左
右，“归属感”是团员们提到书
画团队时使用得最多的词。

团队负责人谢老师告诉记
者，进入书画小组是没有门槛
的，许多想要加入的老人们可
能并没有书画的底子，只是感
兴趣或想要充实自己的生活。
“我们团队内有许多有造诣、
有基础的老师，都很乐意教没
有基础的团员，大家交流学习，
一起进步！”

一年固定两次外出参观、写生，尽管
是自费，但每次活动团队成员都积极参
与；一年五次画展，在居委会活动室分享
画作，交流经验；更有“笔谈会”让大家
畅谈时事，获取知识⋯⋯

去年下半年到植物园写生，今年上
半年去了自然博物馆，每每外出都有成
员会带上笔墨纸砚，遇到好情好景，或是
画下来或是写诗一首，大家一起鉴赏讨
论。本次赏桂写生时，董英才老师便诗兴
大发，一句“法华留倩影，玩兴催不停。
一群老学子，个个胜南竹。”写出了团队
游玩的快乐。

▲

老伙伴情谊深似家人

“书画天地”成员们不仅互相交流
书画经验，也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小家
庭”。团队有一个微信群，群内除了会发
布各种团队活动信息外，更是大家相互
关心的地方———分享疫情的防护知识，
天凉注意保暖的叮嘱，以及各类节日的
祝福⋯⋯大家在群里分享自己的生活，
一位老师发出自己弹钢琴的视频，大家
会纷纷赞美鼓励，和乐融融。

值得一提的是，有位因要搬家而不
得不离开“书画天地”的老人，对这个
“家”一般的地方十分不舍。团队的成
员们得知后，便商量一起上门为他庆祝
八十岁生日，让老人在“书画天地”留
下难忘美好的回忆。去年，还有成员因
行动不便住进敬老院，团员们更是拿出
团队活动基金购买慰问品前往敬老院
探望。

团队成员们都发自内心热爱“书画
天地”这个团队，老伙伴们有共同爱好，
相聚在一起学习交流，游玩时做彼此的
“玩伴”互相照顾、关心，不是一家人却
胜似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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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廖荩薇

崔桂珍参与志愿者活动

小朋友为老人送重阳糕

“书画天地”团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