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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浦新村··

小城大事

让老人在社区里找到“家”的归属感
□记者 王雪萍

� � � �在基层破题，在基层闪光。在彭浦新村这片热土上，有众多充满蓬勃活力、引领群众前行的基层居民区党组织，这些党组织发挥着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的同时，
也把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做到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本报将带领读者逐一走进彭浦新村的 33 个居民区，报道“小巷总理”工作中
的点点滴滴，挖掘基层社区里的动人故事。

（第六期）

本期主角
共康四村第一居民区

成立时间：
1995年

居委会地址：
长临路 380 弄共康四村 69 号甲

辖区范围：
东至长临路、南至共康中学、西临高

压线、北靠共康路，占地面积 12万平方米。

人口情况：
居民区党总支 1 个，党支部 5 个，党

员 212 名，居民区楼组长 99 名，居民代
表 198 名。 目前户籍 2373 户，户籍人数
是 5500 人,实有人口 7000 人。其中 65 岁
以上老人有 1527 人， 占总户籍人数的
27.7％。

居民区管理特色：
1、2016 年开始，居民区党总支带领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通过创制全
要素精细化微网格管理模式， 设立 5 个
微网格，将社区管理、平安建设、市容管
理精细化，做到“应发现尽发现，应处置
尽处置”。

2、 在小区内建造 “知孝亭”“孝亲
亭”，主干道上新辟 “孝亲 ”主题的雕塑
墙，南北通道上竖起“24 孝图”，更新“孝
家园、和顺邻”6 个楼组，打造“孝”为主
题的文化品牌。 开展“搭一口”为老助餐
服务、孝亲学堂、孝亲故事评选等活动，
营造孝文化氛围。

3、成立社区社会组织“上海市静安
彭浦新村街道孝家园为老服务社”，引进
社会力量为老人提供全方位服务， 进一
步延伸和拓展孝家园主题文化建设。

居民区名片

把真实的孝亲故事搬上宣传栏

共康四村是 1995 年建造的动迁安置房
小区，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其人口结构呈现
“三多两低”的格局，即老年人口多、外来流
动人口多、失业无业人员多，收入水平低，文
化水平低。在 2016年之前，共康四村周边有
9家保健品店，社区老人常常被忽悠光顾这些
店铺，甚至花巨资进行所谓的“健康投资”。

“老人受骗的原因其实还是缺乏关心，
有需求得不到解决，才会轻信别人。”共康四
村第一居民区（以下简称“共四一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徐俊向记者解释道。为了将老人
留在社区，共四一居民区居委会干部征求居
民意见、邀请社会人士研究，最终达成共识，
决心围绕“孝家园”主题，以孝亲文化为纽
带，打造一品一居的社区文化。“寻找适合老
人的生活娱乐方式，让他们感受到社区的温
暖，才能把他们留在社区。”共四一居民区居
委会主任黄政补充说。

走进共四一居民区，记者感受到了浓浓
的“孝亲”文化氛围。主干道上新辟的“孝
亲”主题的雕塑、南北通道上竖起的 24孝图、
楼房墙上绘制的“孝亲”主题涂鸦，这些社区
文化符号俨然与居民区融为一体，在潜移默
化中影响着居民。在新建的“孝亲亭”和“知
孝亭”中，老人三三两两坐在一起，看着在空
地上嬉戏打闹的孩子，偶尔闲聊几句，享受着
晚年的淡泊宁静。
2016年，共康孝家园自治理事会成立。机

构一建立，孝家园自治方案随即诞生。从此，在
共四一居民区党总支的领导和广大居民、志愿
者的努力下，按照既定的孝家园规划，一步一
步向前推进，卓有成效。在硬件方面，针对小区
环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包括光明工程、

美丽家园工程、二次供水改造工程等，小区的
居住品质大为提高。此外，文化亭、“孝亲”主
题雕塑、24孝图等“孝亲符号”成为共四一居
民区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使得居民有了更多
娱乐、文化、生活交流的场所。

说起“孝亲符号”，不能不提的便是张贴
在宣传栏上的七个孝亲故事。“这些故事的主
人公都是小区居民，我们希望通过挖掘、宣传
这些故事来传承美德、弘扬孝道。”说到这里，
黄政向记者分享了其中一个感人的故事。居
住在共四 11号 301 室的骆爱国、刘坚青夫妻
是邻居们公认的“孝子”，与父母一起生活。
他们的父亲今年 85岁，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生活无法自理；母亲今年 82 岁，患有老年痴
呆症，生活亦无法自理，吃饭需要家人喂食，
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人随时照应。两位老人得
病已有 8 年之久，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但在这 8年中，他们夫妻俩仍然把父母的生
活照顾得妥妥贴贴，老人住的房间也是干干
净净、清清爽爽。

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居民们对文化学习的需要越来越强烈。为此，
共四一居委会从社区建设的实际出发，着眼于
社区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建立社区教学点，
让居民们在空余时间学习到新的知识，拥有丰
富多彩的老年生活。该教学点设在小区居委会
老年活动室，面积约50平方米。目前已成立了

8个有一定质量的班级，包括合唱、沪剧、淮剧、
走秀、气功舞、影视等，每个班级都有专业老师
进行指导教学，学员人数已近200人。

同时，居委会积极为居民搭建展示平台，
如敬老重阳节汇演、端午节文艺活动、居民区
纳凉晚会等都能看到居民演出的身影，其中
一部由学员们自编、自导、自演的音乐情景剧

《婆婆就是妈》受到了社区观众的欢迎。
《婆婆就是妈》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婆

媳相处故事，呈现了两位媳妇对婆婆截然不
同的对待方式，学员们精彩的演绎引发了大
家对婆媳关系的思考。一部生动的音乐情景
剧，让观众对照自身家庭产生反思，从中感受
和领悟“以孝为先”的美德观念。

“小老人”结对关心“孤寡老人”
说到为老服务，在共四一有一支颇有

名气的志愿者团队———暖心志愿者团队，
居民听到他们的名字都会竖起大拇指。

今年 68 岁的夏晓燕是暖心志愿者团队
的负责人，从 2012 年起，她就加入到共四一
志愿服务工作中，为社区内行动不便的老
人提供送餐、送菜、陪同看病等服务。“虽
然我现在年龄也慢慢大了，但是还是想为

社区做点事情。当志愿者这么多年，我已经
把很多服务对象当成家人了。”聊起志愿
工作，夏晓燕与记者分享了她和服务对象
潘贞芳的故事。今年 95 岁的潘贞芳是小区
里的一名孤寡老人，患有癔症两年多，且行
动不便。为照顾潘贞芳，夏晓燕和她的团队
不仅每天送饭上门，还经常陪老人聊天，为
老人解决生活困难。而潘贞芳也早已把夏

晓燕当成了家人，有任何急事第一时间想
到的都是她。某天半夜，潘贞芳打电话给夏
晓燕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接到电话的夏晓
燕丝毫没有推辞，连忙穿好衣服赶到潘贞
芳家，陪护她去医院。

在共康四村第一居民区，“小老人”帮扶
“孤寡老人”已不是新鲜事，尊老敬老、互帮
互助已经成为邻里间的一种共识。

精细化的关怀照料 让孤老不再孤独
2013 年，居住在共四一居民区的一位孤

寡老人王阿婆由于害怕家里进窃贼偷东西，
在门上安装了多达 32把锁具和插销，这些锁
不仅锁住了小偷，也锁住了王阿婆的心。居委
会工作人员得知后，和社区志愿者通过送饭
观察王阿婆的生活状况，陪她聊天解闷。居委
会干部精细化的关怀照料让老人倍感温暖，

逐渐向社区打开了心门。值得一提的是，王阿
婆临终前，还将她的产权房贡献给了居委会，
希望用于为老服务项目。后来居委会把房间
改造成了厨房，组织志愿者开展为老送饭的
暖心行动。

每年春节，居委会都会为独居孤寡老人
准备社区团圆饭，让他们感受到社区大家庭

的温暖。每一次的团圆饭，居委会都会组织志
愿者精心准备。大家分工明确，买菜、洗菜、烧
菜……还有的志愿者负责接送孤老。餐桌上
可以看到烤麸、海蜇头、熏鱼等老年人喜欢的
菜肴，荤素搭配，可口美味。现场，社工和志愿
者们为老人盛饭夹菜，并嘱咐着：“慢慢吃哦，
不要急，咱们多吃点。”团圆饭现场其乐融融，

充满欢笑。
“孝顺老人是中华美德，我们要将‘孝文

化’弘扬发展下去。居委会将一如既往地关心
关爱老年人，特别是社区内的孤寡、失独、独
居高龄老人，尽己所能为老人提供多方面的
服务，让他们真真切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
温暖。”徐俊表示。

“孝亲”雕塑墙

老人在知孝亭小憩

孤老、、失独家庭春节年夜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