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起来听“居委会的那点事”三

□记者 丁皓 整理报道

去年江宁路街道 16 个居民区的居委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如今新一届居委会的任期已
满 1 年。 前不久，街道在居民区发起了关于“居委会那点事”的超级话题，各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们来稿踊跃，畅谈心中的感受。 所投稿的 112 篇稿件内容均非常精彩，从另一个层面
勾勒出了居委会的工作轨迹，其中，为老服务 26 篇，垃圾分类 16 篇，特殊群体关爱 11 篇，
社区自治 10 篇，个人成长 10 篇，小区治理 9 篇，文化团队 6 篇，为民实事 5 篇，协助政府
事务 5 篇。

“居委会的那点事”，难免重复和琐碎，但总有一些瞬间，会触动这个平凡工作中给我
们带来的特别心跳与触动。 本刊将陆续刊登这些发自基层工作者心中最真实的声音，让我
们感受一下“居委会的那点事”。

我将不忘初心，尽自己所能为居民服务。
———武定坊居委会主任 花元庆

为贯彻落实一平方米马桶改造项目，我
们走访调查，听取居民意见，并陪同施工方上
门勘察场地。 经过努力，9 户居民积极配合展
开改造。 随后，我们通过协调调解，还解决了
其中 12 户家庭的矛盾问题， 并为这些家庭
进行施工改造。剩下一户户主非常想安装，但

是在排管方面，各方都有意见分歧。我帮忙联
系户主、邻居、施工方，最终几番现场讨论，谈
妥了让大家都满意的排管方案。 该户主对此
次改造结果非常满意， 并感谢居委会对其的
帮助。 我将不忘初心， 尽自己所能为居民服
务。

在居委会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
更需要提升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天河居委会社工 常晓璐

记得刚进居委会担任计生干事一职，就
碰到一件令自己哭笑不得的事。 当时我刚毕
业， 面对一对新婚夫妇的灵魂拷问：“我们结
婚有段时间了，近期想要个孩子，可是不知怎
么生孩子？……”我听后不知如何解答。 幸好

居委会主任及时出面相助， 她给对方递过一
张宣传光碟作为参考，才化解了此难题！ 工作
多年， 我深刻感受到居委会是一个锻炼人的
地方，不仅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需要提升
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辛勤播种下， 大家期待着首次种植的生菜
能够茁壮成长。

———又一村居委会党务 徐海燕

瓶子菜园微项目在居委的招募下， 胶州
路 274弄居民积极响应，一支 20 人的志愿者
队伍组建成功。 274 弄的党员首先带头购买
了水管， 联建单位中国邮电华东公司第一党
支部的党员为菜园送来 300 个油桶， 楼组长

支援了一个大接水桶。 在平时喜欢种植的居
民车师傅的组织下，没过 2 天，我们就搭建了
一个 100平米的遮阳棚。 在社区单位志愿者
和居民志愿者的辛勤播种下， 大家共同期待
着首次种植的生菜能够茁壮成长。

家委会成了社区青年自治的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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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丁皓

如何让青年人走出家门， 主动参与到社区的活动， 是摆在社区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
题。 蒋家巷居民区从创建青春社区、开展乐学小课堂，到衍生出社区青年家委会，再到“小
巴辣子开会了”社区微项目，几年来，围绕着社区青年群体，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成为江宁
路街道社区自治的模范居民区。 这其中，家委会在发挥青年自治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以亲子和睦邻为纽带

“乐学蒋家巷”，蒋家巷居民区的社区活
动特色在于一个“学”字，居民区里充分展现了
老有所学，少有所学的浓厚学习氛围。 2017年
11月，蒋家巷居民区创建了青春社区，街道团工
委配送了丰富的活动资源。 如何利用这些资源，
让更多年龄段的居民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许
书记不断鼓励我要敢想敢干，放手去做，给了我
百倍的信心”团青骨干许佳对记者表示。在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许贵芳的支持下， 许佳开始思考
如何借助青春社区，盘活这些资源。

2018 年，青春社区在活动内容上做了轻
微调整，在原有“亲子阅读室”和“亲子时
光”的基础上增加了每周五晚的“乐宁小学
堂”。 “乐宁小学堂”主要针对的是学龄前儿
童， 这成为许佳与青年家长们密切联系的一
个载体。 他利用楼组长培训、党员组织生活、
微信公众号、 分校班级活动群等途径来宣传
“乐宁小学堂”，并放弃周末休息开展各类主
题活动。每周五晚上，许佳总是准时出现在上
课现场，他亲自安排课程，驻点守候。“目的就
是为了多跟小朋友的家长进行沟通， 了解他
们的需求。 ” 许佳根据蒋家巷居民的年龄特
点，以 3-11 岁孩子及其家长为目标群体，抓
住“亲子”和“睦邻”范畴，通过平台的搭建，
让目标群体了解社区、参与社区，最后在社区
中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街道团工委、 居民区党总支和许佳的
努力下，蒋家巷社区青年家委会建立了。 由 5
位青年家长组成的社区家委会， 他们从事不
同职业：国企职员、公务员、金融英才、自由职
业， 他们的出现给整个居民区自治带来了新
生力量。 他们利用空余时间为青少年和家长
们提供服务，开展各项主题活动，为增进亲子
关系、邻里互通，了解社区、参与社区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平台。

青年人的智慧在社区发光发热

青年家委会的出现， 使得社区活动由

社区工作者主导转变为居民主动参与自
治。

2018 年重阳节，家委会主动提出策划组
织一次亲子重阳糕的制作， 由社区家长和小
朋友们制作重阳糕，送给社区里 80 岁以上的
老人。 所不同的是， 活动做了一个小小的创
新，一位家长擅长制作“雪媚娘”，活动把传
统的“重阳糕”变成了“雪媚娘”。 切水果馅、
拉饼坯、填奶油、揉团、最后装饰成盒，大朋友
和小朋友们兴致勃勃地看着自己的“成果”，
乐在其中。

家委会组建后， 直接诞生了社区微项目
“小巴辣子开会了”，而这个名称由来也出自
核心团队中的一位青年家长。

“小巴辣子开会了”2018 年项目以海派
文化为切入点，打破了钢筋水泥的空间阻隔，
实现了让社区青少年们从家中走向社区的第
一步， 拓宽了青少年们的社交网络同时也取
得了不错群众基础， 社区青年家委会在其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该项目也获得了街道社
区微项目大赛中的金奖。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家委会的微信活动群从 10 人发展到现在的
100 人，还成立了一支由 10 户家庭组成的一
大带一小的青少年志愿者队伍。

2019 年，“小巴辣子开会了” 继续以文
化传承为主线， 开展非遗文化的体验学习系
列活动，并融合爱国主义教育、垃圾分类等主
题，丰富活动内容。

青年人的智慧在社区发光发热， 为活动
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优质的资源。
比如，每年暑假，家委会都会组织不同主题的
游学活动。今年暑假，在居民前期完善的联络
接洽下， 社区小朋友们得以参观平时鲜少对
外开放的气象博物馆， 并且聆听到了工作人
员的专业讲解。活动效果异常热烈，受到居民
好评。

以微项目为抓手
分类分龄按需服务

让不同的青年群体有不同的社区活动

载体，许佳把青年群体分为中青年、青年、少
年，少儿几类，开展社区活动也按照不同年
龄层次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逐步递推。 每周
五的乐宁小学堂， 吸引的人群是学龄前儿
童；微项目“小巴辣子开会了”主要针对小
学生这一群体；针对中学生及中青年群体的
需求，青春社区目前还在积极酝酿类似竞技
体育比赛等活动，建立活动群，打造纵向交
往的平台。

青年家委会积极组织参与社区活动，让冰
冷的“钢筋水泥森林”变得有温度。

正如一位参与的家长所说， 在这个小区
里，女儿慢慢成长，结识了越来越多的同学、
玩伴，通过家委会，自己也与这些孩子们的家
长建立了联系。大家经常在一起聚会、外出郊
游、过生日派对，交流育儿经，她很快融入到
这个“新家”之中，邻里之间这种亲密关系让
她心生欣慰， 她为孩子找到了一个快乐成长
的幸福家园而高兴。

未来， 蒋家巷居民区将通过青年家委
会， 在社区自治创新上发掘更多可开拓的
空间。今年的“小巴辣子开会了”微项目将
开辟一块试验田， 鼓励社区青少年自己组
建小团队承接 1 至 2 次主题活动， 由他们
负责从策划到执行的全过程， 通过他们的
视野来诠释青少年们自己想要表达的内
容。

亲子活动制作重阳糕送老人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 《社区晨报》时
发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公众号“上海社区
发布”并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的问
题发送给我们（注明报纸名称、 所在版
面、文章名称、差错细节，截止日期为出
报当月月底）。每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
读者，将成为本月最佳“啄木鸟”，并获
得 100元的现金奖励； 每月纠错质量相
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 则将成为本月
优秀“啄木鸟”，并获得最新出版的《咬
文嚼字》杂志一本。

2019 年 8 月优
秀 “啄木鸟 ”：沈正 、
朱陵宁、 张龙涛、严
志明 、陈金生 、张德
胜、王玉佩、胡林生、
庄 秀 福 、Moon （网
名）

2019 年 8 月最
佳“啄木鸟”：沈庆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