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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组整治 老小区开启“美颜模式”

睦邻美食节
舌尖上的 801

10月 26 日， 平型关路 801 弄居委会在
其活动室内举办了睦邻美食节， 活动室内每
一个角落都能闻到美食的诱人香味。

上午 9 点半， 受邀的每个楼组骨干精心
准备了各具特色的美食， 大家将新鲜出炉的
的美食一一端到展示区。 整个活动现场形成
了美食长廊，阿姨叔叔们忙得不亦乐乎，香气
扑鼻的可乐鸡翅、五彩缤纷的水果沙拉、热气
腾腾的红烧肉……琳琅满目的菜品让人垂涎
三尺。品尝美食前，参与者介绍了自己的美食
制作过程，表达了对美食活动的期待。小区居
民吴老师为大家讲解了中国的八大菜系，大
家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随后，居民们开始动筷品尝，你帮我夹一块鸡
翅，我帮你夹一只虾，大家在尽情享受舌尖上
美味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浓浓的邻里情。

居民毛阿姨感慨地表示， 现在社区里的
很多居民因一墙之隔互不认识， 一年四季互
不往来。 这种现代城市的“弊病”，阻碍了社
区和谐发展。希望睦邻美食节活动，能为社区
居民架起一座沟通、交流的桥梁，缩短邻里距
离，拉近邻里感情。

（大宁路街道党群办）

瞄准青年兴趣点 把“青春社区”做活做实

著名作家叶辛做客大宁 分享 40余年创作历程
11月 2日上午， 在大宁路街道社区党校

举行了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活动之叶
辛 40余年文学创作历程座谈会。

1969 年，19 岁的叶辛离开家乡上海，远
赴贵州插队，一待就是十年，正是这段艰苦
经历使他和文学结了伴。 自 1977 年处女作
《高高的苗岭》问世，40 年来叶辛共创作各
类文学作品达 120 多部， 深入刻画了一代
“上山下乡人”几十年的人生轨迹。 其创作
的知青文学作品《蹉跎岁月》《孽债》更是
被改编成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成为上海电视
剧史的永恒经典。

会上， 叶辛从自己在贵州十年知青生活
中的所见、所想、所感、文学作品的创作构思、
如何用积极的心境创作好文学作品等角度和

大家分享了自己 40年来的创作历程。在谈到
文学作品创作的成功要素时， 叶辛说：“好作
品能让社会变得温暖，对于作家来说，就是要
带着一颗热爱人民的心深入到生活当中，怀
有深切的感情对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国家，
对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想他们所想、
视他们所视， 用自己真实的感受创作出老百
姓喜爱的文学作品。 ”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座谈会上，大宁路街
道特别安排了互动提问环节， 有 5 位参与提
问的知青代表获得由叶辛亲笔签名的著作
《上海传：叶辛眼中的上海》。

（大宁路街道党群办）

叶叶辛辛分分享享创创作作历历程程

随着社区治理工作的推进， 让更多的青年力量注入社区建设成了街道团工委的努力
方向。 年轻人脑子活络、动手能力强、乐于接受新鲜事务，为了将他们的优势与社区治理工
作有效结合，街道团工委依托青春社区这一共青团的实体门店，推出许多有趣的活动，并
结合线上+线下、晚上+周末、小手+大手等多种方式，有效提升青春社区在青年群体中的
知晓度，吸引着越来越多青年将目光转向社区。

生生态态鱼鱼瓶瓶制制作作活活动动

衍衍纸纸相相框框 DDIIYY 活活动动

自己动手 装点家园

10月 21日，大宁路 505弄青春社区里又
热闹起来了，这里开展了“美丽家园 喜迎进
博”衍纸相框DIY活动。授课老师先介绍了衍
纸画的由来和发展，并且详细说明制作方法及
要领。 在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大家将细长的
纸条一圈圈卷起来， 使之成为一个个小图案，
再将形状各不相同的图案组合起来，就形成了
不同的画面， 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作品孕育而
出。 随后，大家将亲手制作的衍纸相框挂在部
分楼道中，用自己的双手点缀美丽家园。

小手拉大手 青春绿色行

10月 27 日， 慧芝湖花园青春社区开展
了“小手拉大手 青春绿色行”生态鱼瓶制

作活动， 共有 20 组亲子家庭、50 余人参加
此次活动。 活动通过亲子家庭一起制作生态
鱼瓶， 鼓励大家感受到地球的生态循环，进
而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活动开始前，老
师介绍生态瓶是将少量的植物、以这些植物
为食的动物、其他非生物物质一起放入一个
密闭的光口瓶中，形成的一个人工模拟的微
型生态系统。 大家一起动手，压水草、铺石
子、注水、加鱼，制作出了精巧可爱的鱼瓶。
老师还告诉小朋友们，瓶中的水草可以产生
氧气供小鱼生存，小鱼日常的排泄物又可以
成为水草的养料。

参加活动的年轻家长们表示青春社区的
活动十分贴近生活，不仅能学到知识，还能锻
炼手工能力， 以后要多带小朋友参加这样的
活动。

（大宁路街道党群办）

楼楼组组骨骨干干秀秀厨厨艺艺

活活动动现现场场

楼道堆物成高频词

大调研期间，大宁路街道对标文明小区创
建的要求，深入各居民区、群众家庭、业委会、
物业公司，查问题、听民意、解民忧。 其中楼道
堆物是社区居民提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也是
居委、街道最头疼的整治项目。

“楼道是我们进出的必经之路，火灾、医
疗都是从这里走的。有些人不管呀，东西一堆
堆放在这里，本来路就不宽敞了，现在更加拥
挤了， 不但影响美观， 更是一颗 ‘定时炸
弹’。”居民陈阿姨说，“我们楼道里老人小孩
很多，堆物太多大家很容易磕磕碰碰，不太安
全。 而且很多物品都是易燃物，万一着火了，
后果不堪设想啊！ ”街道在大调研过程中也
收到了不少类似的反馈。

文明创建从楼道抓起

大宁路街道为了解决这一疑难杂症，创
新社区工作载体，提出了“小区文明创建从楼
道抓起”的工作思路，在各个小区推进楼组建

设，力求以“文明楼道”创建活动为切入点，
做到以点带面，点面联动，推进文明小区创建
向纵深发展。

451弄居委会说干就干，下定决心要把小
区的楼道堆物问题来个“了断”，连续一个月
每周二、四联合物业、党员、楼组长、楼组自治
群的志愿者对楼道内的自行车、 堆物进行大
扫除。 遇到一些比较固执的居民就请来社区
民警一起做思想工作，“我也是一名社区志愿
者，小区环境变得清爽需要我们大家的努力，
环境好我们住着也舒服。 ”居民李大伯说道。

同时街道通过第三方社会组织， 在居委
会的配合下对居民楼组实施环境改造指导，
开展净化、美化、优化，并添置了可折叠的“爱
心座椅”。 目前辖区中已有不少小区实行了
楼组整治美化，这让居民看到创建“文明楼
道”的好处，从而可以引导居民自觉参与到创
建活动中来。

楼道变身“文化长廊”

整治完成后， 居民们再次汇聚在一起群

策群力，构思如何美化楼道环境，打造特色楼
道。 6号楼的楼组长说楼内居民都爱阅读，他
们就做阅读学习主题；7 号楼很多阿姨都是
社区手工队的成员，就用手工民族风为主题；
9号楼和 519弄 1号楼选用礼仪、品德；32号
楼喜欢摄影的居民多孩子多， 就做摄影亲子
照片墙；30 号楼居民都是养生达人， 就以绿
植养生为主题……“走进现在的楼道，如同走
进了文化长廊，看着也舒服”，居民张大爷满
脸兴奋地说，“有一次，买完菜回家，一边走一
边欣赏，不知不觉多上了一层楼。 ”“上楼下
楼时看一看书画作品， 进进出出读一读楹联
诗句，也是一种文化浸染。 ”居委会的一名干
部说道。

楼道的整治美化， 不但美化了小区楼道
环境，让居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文化熏陶，有
效提高了居民创建文明小区的积极性和参与
性， 同时以楼道为单位开展活动， 也实现了

“邻里三相”即“相认、相知、相助”，拉近了
邻里之间的距离， 进一步增强了大宁社区的
亲和力和凝聚力。 据悉，大宁路街道也将继续
打造特色文化楼道， 充分展示每个楼道的特
色，让每栋楼都有主题、有个性，并广泛动员
居民积极展示才艺， 让楼道成为一个展现居
民精神风貌的长廊， 充分发挥居民在建设中
的能动作用，提升文化渗透力。

（大宁路街道党群办）

亲子摄影作品、民族风装饰、读书标语、养生绿植景观……在延长中路 451 弄小区楼
道内出现了各具特色的装饰， 吸引了很多居民关注。 楼道的这些变化， 全因小区开展的
“楼组整治美化”活动。居民李大伯表示，自从开展小区文明创建以来，社区内的楼道亮了、
环境美了、居民间的交往多了、邻里也更加和睦了！

楼楼道道内内的的装装饰饰

楼楼道道内内的的阅阅读读区区域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