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邻 里 06
2018年 11 月 21 日

责任编辑/杨青 执行编辑/杨斯钧·江宁路

始于心 行于微 成于著
走进 2018 年江宁社区微项目营造大赛 一

记者 丁皓

今年年初， 江宁路街道开展了第二届社区微项目营造大赛， 包括社区整体动

员、议题挖掘、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建设、以及获奖项目的中期与末期评估。 如今，微

项目营造大赛的评审会已经结束。 这 28 个社区微项目，每一个都在社区里发芽生

根，开花结果。多场活动，居民满意，收获满满，成就满满。这些项目不仅激发了社区

的自治活力，还发挥了广大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让我们走进 2018 年社

区微项目，来看看都给社区百姓带来了哪些帮助，收获了哪些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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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微项目旨在弘扬“家庭之善”。 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坚守着这份承诺，风雨同舟、不

离不弃这是多么令人为之动容的情感。 为了

把这份传统美德发扬以及传承开来， 永乐居

民区的怡然自乐团队承担着传播者的责任，

将这份“家庭之善”予以弘扬，感动你我、影

响你我，弘扬中华美德，传承敬老爱幼、至亲

至善的美好品德。

今年该项目围绕主旨举办了几次有意义

的活动， 邀请社区内的几组老年夫妻去他们

曾经走过的地方，回忆年轻时的故事，书写对

各自老伴爱的表白；采访各组家庭，并将其中

优秀的案例向老年报投稿最后被刊登； 邀请

社区内的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动手制作蛋

糕， 通过亲子活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父母与

孩子，孩子与孩子之间互动的平台；在重阳节

来临之际， 看望了百岁老人和一些卧病在床

的老人，为他们拍摄全家福，并将过程发布在

微信公众号中。

社区是居民联系最紧密的空间， 在弘扬

传统文化中的优势也不断显现。 “代代情 辈

辈传” 项目对积极推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社区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朋友第一次学习做蛋糕

武定坊社区康定大厦与伯龙公寓属于新

商品房，大楼里面的住户平时都是各管各，邻

里来往较少，结合这一问题，居委会干部、大

厦楼组长和积极分子通过民主协商讨论，最

后决定这一季的微项目就以和睦家园的形式

开展活动，通过当下流行的、热门的、实用的

课程内容来扩大社区居民的受众群， 最主要

是吸引大厦内居民们的注意力， 让他们走出

家门，走进社区，在活动中带动楼内居民们相

互沟通，实现睦邻家园的目的。

为了扩大居民的受众群， 今年“和睦家

园”微项目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实用

流行的课程：中、西糕点制作、保健养身讲座；二

是开展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外出参观养老院等。

微项目活动的开展， 吸引了不少居民参

与到社区的工作中， 也给邻里之间的交流搭

建起一座友谊的桥梁。 活动中的互帮互助情

谊也已渗透到居民们平时的生活中去， 楼道

内更是充满了邻里间关爱的声音。

社区居民到养老院参观慰问

恒德里居民区的社区志愿团队有时候人

员重复，共建单位资源也没有合理利用，为了

更有效地管理志愿者和利用社区共建单位资

源，居民区成立了志愿服务议事会，让社区服

务力量发挥更好的作用。“恒心尚德 志愿同

行”就是这样一个微项目。

在今年微项目活动中，团队采取贴海报、

告示、口口相传等宣传手段，发动不少原先不

知道微项目的居民参与到其中， 群策群力共

商志愿者服务议事制度。

通过微项目的开展， 恒德里居民区制定了

志愿服务议事制度，在团队协同、共建单位合作

方面找到了更有效的方法，把无序变成了有序。
微项目团队成员写下对志愿服务的愿望

此项目本意是弥补“美丽家园”建设施

工后的不足，但因“美丽家园”工期的问题，

项目团队将先期的小盆栽结合时下热点垃圾

分类对项目进行重塑， 提升了小区居民对垃

圾分类的了解以及参与的热情。

微项目开展过程中， 团队以居委会设立

的小区公告栏为宣传平台， 向小区居民宣传

垃圾分类，并设立垃圾分类的积分制度，提升

居民参与热情。 90%以上的小区居民参与到

了本次活动。

通过微项目的活动， 居民进一步了解垃

圾的分类种类， 基本掌握垃圾分类桶的使用

方法，有了垃圾分类的初步意识，并因此改变

了部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错误观念。
生活湿垃圾有效再利用

蒋家巷居民区有一支爱好养植花卉的居

民自治团队， 每周三下午在居委活动室开展

花卉养植交流活动， 让社区居民能更好地养

好花，养活花，帮助居民解决日常养植花卉碰

到的问题。 这就是微项目的初衷。

微项目团队通过前期调查， 使参与这次

项目的居民都掌握养花的基础知识。 接着通

过开展讲座让参与的居民们对花卉养植有新

的认知，再通过领养花卉的活动，带动新一批

居民参与道项目中来。

“美化家园 扮靓窗台”微项目活动使

得参与项目的居民更多，参与面更广，线上

线下交流活跃，增加了居民间的熟悉度和融

合度。

团队合影

众乐居民区老年人口比例逐年递增，老

人们虽然物质生活丰富， 但同时受到其他健

康问题的困扰。 如何加强自我保健、多获取一

些有关保健方面的信息成为许多老人急需了

解的问题。“舌尖上的健康”微项目的目的就

是为这些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微项目团队首先在居民区建立了一支

15 人的健康管理志愿者服务队伍，活动周期

内发动志愿者广泛宣传，组织了 30 名患有慢

性疾病的社区居民参与活动， 每周有 2 次测

血压服务， 每月开展 1-2次健康饮食讲座或

者健康美食制作主题活动。 在端午、重阳等重

大节日时邀请社区 15 户亲子家庭与志愿者

一同参与美食制作主题活动。

“舌尖上的健康”微项目今年共计举办

14 次活动。 微项目既满足了 30 名参与者对

饮食健康的需求，又增加了他们的健康知识，

提高了自我保健能力， 使其建立健康的生活

方式， 进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加更多的

社区活动。

明星大厨进社区

为提高报纸出版质量， 本报特开通纠

错渠道。 如果您在阅读本期《社区晨报》时

发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社

区发布”并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的差

错发送给我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面、

文章名称、差错细节，也可以直接发送报纸

截图）。

如果您纠错正确， 就可获得一份由报

社特别准备的小礼品。 另外， 每月纠错最

多、正确率最高的“啄木鸟”，还将获得最

高 200元的额外奖励。 报纸纠错时限为正

式出版后一个月内 （以

出报日期为准）。

特别致谢上月的

“啄木鸟”： 曹酉虹、沈

振远、唐金虎、贾同泽、

rainstar（网名）、坚强

的小骆驼（网名）、白云

飘飘（网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