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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8 日下午，街道举行我与微项
目同成长———社区微项目大赛总结分享
会。 四年间， 居委社工和居民朋友们一
起，因地制宜地开展微项目，用心打造家
门口的品牌，一同寻找到家的感觉。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江宁以微
项目为平台， 打造了一个有情怀、 有内
容、有品牌的社工孵化基地。分享会活动
现场通过回顾篇、成长篇、收获篇、展望
篇四个篇章展开。

街道自治办主任谈倜分享了“在家门
口做项目”的心得和体会。 四年间，江宁路
街道组建了 23 个由居民为主体申报运
作的项目， 引入 5 家社会组织近 15 万
资金支持，把“微项目大赛”纳入自筹机
制 ，自筹资金达 7 万余元 ，实施开展了
113 个微项目，人次参与达 15600 余人，

2019 年以优异的成绩荣获“静安区第二
届社区治理十大创新项目”称号。

紧接着， 来自 16 个居民区的 19 位
微项目负责人分享其心路历程， 讲述与
微项目共同成长的故事。四年间，微项目
坚持与社工同成长，从议题策划、项目编
制到指导实施， 居民区社工全过程全方
位参与，通过项目实战，催生出一批符合
美丽江宁特质的社区微项目， 更锻炼出
一批善学实干的社工骨干， 不断为社区

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2020 年 ，江宁路街道创设社区 “疫

后修复”板块，鼓励各居委探索开展各类
线上项目、非聚集式公益项目，持续激发
社区居民的自治热情。活动最后，街道办
事处主任刘尚宝为荣获 “社区营造微项
目 2020 年度优秀奖” 的居民区颁奖，静
安区地区办副主任潘文波、 静安区民政
局副局长黄蓓华为荣获 “社区营造微项
目 2020 年度参与奖”的居民区颁奖。

“微项目”深耕四载
繁繁花花盛盛开开总结表彰

□讲述人 夏敏（北京居民区）

2021 年 1 月 18 日，是我成为社
工的第 571 天。一年半前的我还不知
道什么是社工，但是今天的我文能提
笔写信息，武能社区做协调，辖区人
头熟，出门一步三回头，“小夏一路打
招呼”。

我的社工之路，是从一双高跟鞋
开始的。 2019 年7 月，初任社工的我
被分配到北京居委会。报到那天，我精
心打扮，穿着连衣裙，还有双小高跟，
美美地来到了北京居委会报到。 我刚
踏进居委会的门， 同事们热情地迎上
来，我就特别矜持端庄地站着，准备迎
接我“朝九晚五”的好日子。

这时，居委会书记却跟我说：“小

夏，每个人都要带块和条线，等会给
你分配哦。”我微笑地点点头，但脑袋
里满是大大的问号，“条线”“带块”
是什么？ 说完，书记就马上把我移交
给居委主任，说要带我去块里熟悉熟
悉。 我没想到，“熟悉熟悉”的意思是
把整个北京居民区兜一圈；我更没想

到，“带块”“条线”是一层一层爬楼。
等“熟悉”结束回到居委会时，我脚
后跟早已经磨出了好几个大泡，仿佛
这双小高跟里的脚已经不是我的。

从那以后，我上班的标配就成了
运动鞋。不仅如此，居委工作和我原本
的预期也相距甚远， 在这之前我理解
的居委社工就是坐在办公室里， 如果
有居民来就帮助居民解决问题就行
了，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社区工作更多的是要“脚头勤”，多跑
多问，还要有一颗“八卦”的心，时时
关心社区里的大小事，同时，还要化身
“老娘舅”，既要妥善处理好居民反映
的各类问题， 还要主动做社区的牵线
人，去发动一切资源、力量和人员，积
极参与社区的各项活动。

疫情期间，许多楼宇、商户存在实
际经营困难，微项目“乐享北京社区
居商共建计划”成了解决他们困难的
突破口。经过前期的细致筹划，我们对
疫情后的商铺多次深入走访、协商、沟
通，了解商铺复工复产后的实际困难，
针对工地提供了应急性防疫物资等帮
扶措施，收集商户实际需求，得到了商
铺和居民的支持，为项目活动助力。

社区工作面对的群体丰富多样，
不仅仅是家长里短， 更有远景开拓，
做社区工作， 不仅要会说 “群众语
言”， 还要在不同场合展示不同的
“社区形象”， 社区工作也可以站到
“台前”，居委工作也可以“出圈”，
我愿意挺直腰杆地说出：“我在居委
上班，我为居委代言！ ”

高跟鞋或运动鞋？ 这不是个问题

”社工讲述心路历程 自治共治一路成长
� � � � 16 个居民区的 19 位微项目负责人分享了微项目开展中的心得体会， 让我们跟着
他们的讲述，一起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吧！

□讲述人 马婷婷、李凯（海防村居民区）

海防村居民区有一块 “金字招
牌”———“海防村居民区联席会议”，
它是由老书记朱德祥创立的，延续传
承至今。 2008 年，海防村小区仍属于
旧区改造的售后公房，居民反映有外
来人员通过人和街爬上小区围墙，随
后进入小区。 因此，居民区党总支牵
头，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商定在围墙上
加装防盗设施，并由物业负责施工完
成。 之后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居民解决
了很多棘手难啃的问题，海防村居民
区联席会议的前世就此诞生。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海防村

党总支每月 25 日召开联席会议，大
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对口解决每
个小区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2019
年“一平方米卫生间改造”进入攻坚
克难、“啃硬骨头”的关键时候，海防
村居民区还有 54 户人家未完成改造
工作，联席会议就是改造工作的主战

场，我们通过口口相传、居民自治、楼
组长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最终完成了
100%的改造工作。

后来，我们渐渐地发现很多工作
都遇到了瓶颈， 召开联席会议也无法
解决，因为有些问题过于专业，所以我
们尝试通过微项目来对联席会议进行
补充和升级。 2020年，海防村居民区
的微项目是党建联建联席会议暨物业
治理沙龙活动项目，经过调研发现，业
主对小区管理方面的关注度低、 对业
委会漠不关心， 且不知自己的业主有
何权利。 微项目小组就针对这些问题
设计方案，设计制作了 500 份《海防
治家手册》，印有各物业 24 小时维修

电话、业主权利、业委会职责、什么是
维修资金等解释，发放到业主手中。 另
外， 针对部分小区业委会新成员对物
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操作知识缺乏，
不敢动用维修资金和行使审批权等现
象， 我们聘请第三方专业老师进行指
导，总共开展了 3场座谈沙龙，建立业
委会微信群，分组讨论、分享经验、交
流感受。

海防村居民区这块“金字招牌”
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光大，在这个平
台上，发挥了党建的引领、社区的自
治、达到小区的共治。 联席会议不是
一场会议，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为居
民竭尽所能、乐于奉献的精神。

“老字号”的前世今生夏夏敏敏

社社区区居居商商共共建建计计划划活活动动现现场场

马马婷婷婷婷、、李李凯凯

联联系系会会议议现现场场

□讲述人 李俊（句容里居民区）

我在社区工作已经 13 年了，通
过那么多年的工作，我从一次次走访
居民， 一次次微项目活动的组织落
实、一次次处置社区突发事件的过程
中熟悉了社区的居民，得到了他们的
信任。 我发现，哪怕是些琐碎的小事，
都能让我得到历练。

熟人社区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
“刷脸”办事，就拿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工作来说， 普查员们都会厚着
脸皮通过周而复始的上门进行信息
采集， 工作中总会遇到意想不到困

难， 特别是群租房门难进， 人难遇，
人员信息更是难以全面掌握，每个普
查员都会遇上这么几户无法完成。但
这些“困难户”并难不倒我，为了解
决问题， 我先来到社区单位寻求帮
助，还不能解决的就再次去物业公司
“刷”下脸，让物业保安留意，碰见
租客帮我讨要联系方式。 最终，我凭
着这张“值钱”的脸刷来的信息，啃
完了一根根难啃的骨头。人普工作还
不是最艰难的，在我的印象里，经普
工作才是最“要命”的，句容里社区
单位众多，普查表中财务数据填报又
成了一大难点，有些单位总是不够配

合，表格空了一大堆，普查员当场就
傻眼了。 他们回来就问我：“我们没
有学过财务， 也填不出来呀， 怎么
办？ ”我说：“不要急，我来解决，办
法总比困难多”。

我拿着这些单位的名册，脑袋里
迅速地回忆着， 这几家单位我认识
谁，那几家单位和物业关系很好，可
以找物业经理去打下招呼。 我逐一
联系，亲自上门，一一收取了普查表
格。 最后还有三家单位实在没法“刷
脸”，我就恶补了财务知识，上门逐
一逐项填写完所有的财务数据，让他
们确认后，敲章收回的。 在敲章时，

财务主管还很诧异， 眼神中仿佛在
说， 居委干部怎么财务也如此精通。
而我作为当事人却感到非常自豪和
自信。

10 多年的社区工作让我的脸皮
越来越厚，我的脸也越来越“值钱”
了。 然而今年的微项目是在新建
高档住宅小区中开展， 从陌生到
熟悉到共同参与打造楼组空间 ，
搭建居委、物业、居民等多方沟通
平台， 达成了悦 “康” 生活 新
“鑫”家园的目标。 用一句调侃话
来说：“在我的社区， 我可以刷脸
办事”。

社区工作者是刷“脸”的
李李俊俊

□讲述人 严晴（联宝里居民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上
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鄙视链，比如说：喝
个咖啡，美式的鄙视拿铁的，听个歌，
摇滚的鄙视流行的， 可没想到社区活
动中也有鄙视链。

记得做微项目的第一年，我们邀
请了一些居民区的铁杆志愿者，让他
们来参加我们的项目活动。 刚讲完活
动内容，居民李阿姨就说了：“又是听
讲座，没意思的，最好是听听大家的
意见，搞一些我们喜欢的活动。”我一
听愣了一下，我一直以为阿姨们参加

活动就是冲着小礼物来的，没想到在
居民心里社区活动的“组织形式”上
是有鄙视链的：打开门商量的鄙视关
上门商量的。 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我
们第一年的微项目最终是在集思广
益的基础上确定为保健服务类，当时
项目活动的策划、召集、开展，包括数
据记录存档一系列的工作大部分都
是由居民自己分配完成的。

第二年， 我吸取了上一年的教
训， 直接以民意征询的方式确定了活
动内容，当我把满满一沓意见征询单摆
到李阿姨面前时， 李阿姨看了看又说：
“活动蛮好的，但我去年看隔壁小区搞

活动，好多年轻人参加的，跟着年轻人
一起啊，我的小姐妹都学会发抖音看直
播了。”我想，原来社区活动的“参与对
象”也有鄙视链啊，年轻人多的鄙视年
轻人少的。 那年为了吸引年轻人，我们
开设了当时很受欢迎的烘焙课程，并且
为了配合在上班族的时间，特意把烘焙
课放到了双休日的下午，让年轻人和小
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2018
年的微项目开展时，活动的新增成员中
三分之二是年轻人。

到了 2019 年， 微项目还没有开
始， 李阿姨就主动来找我了：“小严
啊， 人家社区搞活动发的是自制唇

膏、手工编织品，好看又有意义，我们
老是牙膏肥皂啊，一用就没了，都没
什么好跟人家讲讲的。”好家伙，这又
给我上了一课，原来，社区活动“纪念
品” 也有鄙视链啊，DIY 的小作品鄙
视现成的日用品。受到启发后， 2019
年，我们邀请了剪纸大师教社区居民
花样剪纸，活动结束后，阿姨们拿着
自己剪的窗花送左邻右里，送亲朋好
友，一个个笑靥如花。

社区活动“鄙视链”是压力也是
动力，这股助力推动着我们的社区活
动不断创新，这样才能满足李阿姨、王
阿姨、张叔叔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居民自组织活动“进化论”
严严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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