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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殊记事本记录助残之路

从从““各美其美各美其美””到到““美美与共美美与共””

当好当好““贴心人贴心人””浇筑浇筑““幸福花幸福花””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丽

在天津市河北区北宁湾党群服务中心，
一楼大厅“好人墙”上的照片会不时更新。

“我们会随时记录社区居民的好人好
事，并定期更新‘好人墙’上的照片。”北宁湾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聂爱勤指着一张
张照片介绍，“您看，这是退休老党员林永臣
给社区老人义务剪发的照片，这是社区讲党
课的照片，这是‘好人讲堂’上，孩子们听社
区‘名人’栗岩奇讲述他坚持30年无偿献血
事迹的照片……”

聂爱勤对社区的事如数家珍：“我们社
区能人多，好人更多，大家愿意用自己的特
长服务社区居民，以个人的发光发热带动整
个社区的好人氛围，感染更多身边的人成为

‘社区好人’。”
城市之美，不在于形制，而在于文明。

“社区是我家，美好靠大家”“做好事，不能
等、不能停”，这些理念在天津第一个“好人
社区”河北区北宁湾社区已深入人心。

现如今，天津全市已建成“好人社区
（村）”试点27个，以社区为单元凝聚“好人”
力量，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引导好人
的“身边人”学习好人、宣传好人、关爱好人、
争当好人，引领城市文明新风尚。

个人带动整个社区的“好人
氛围”

北宁湾社区“名人”栗岩奇是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其家庭获评全国文明家
庭。栗岩奇广为人知的事迹是长达30余年
的无偿献血之路。

1986年栗岩奇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
在了解到用血缺口很大时，便开始每隔半
年献一次血。后来他听医务人员说，捐献
成分血能更好满足临床需要，而且献血者
能快速恢复，可在短时间内再次献血，他
便开始定期捐献成分血。自2006年开始，
只要自身生理指标许可，他每个月献血两
次。血液中心的同志给栗岩奇起了个绰
号——“救急血站”。

60岁生日那天，栗岩奇完成了最后一次
献血。30余年，献血160多次，总量6万毫
升，相当于一个人自身血量的十几倍，可挽
救150多名患者的生命。

近些年，由于年龄限制不能再献血，栗
岩奇就主动投身到宣传无偿献血等各项志
愿服务事业中。在社区的牵头下，成立了栗
岩奇志愿服务工作室和“星湾”志愿服务团
队，组织带动身边更多好人共同参与社区服
务。

据介绍，截至目前，北宁湾社区依托“星
湾”志愿服务团队，分别建立“星”生活、“星”
健康、“星”文化、“星”少年4个功能性党支
部，并依托4个功能性党支部建立起学习宣
传、文化建设、互帮互助、文明风尚、环境保
护、爱心帮扶、志愿巡逻、残疾人服务、青春
健康教育等16支常态化志愿服务队。目
前，开展“点单式”志愿服务104次，服务居
民500余人次。

“好人社区”建设通过广泛挖掘好人善
举，重视本社区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各
类先进典型资源，支持先进典型在道德领域
干事创业，鼓励身边榜样发挥作用并带动身
边人，让崇德向善蔚然成风。

“层层有好人，处处有好事”
“我们社区就是好人多！”去年，河东区

首个“好人社区”在大直沽街道神州花园社
区揭牌，谈到“好人社区”的创建过程，大直
沽街道神州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程敏非常自豪。

“道德模范的事迹太感人了，我们以后
也要向他们学习。”社区邀请了河东区第二
届道德模范与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志愿者
近距离交流，“好人会客厅”小小的一方天地
间，涌动着正能量。

神州花园社区以打造“榜样河东 好人
社区”先进群体品牌为引领，团结好人、挖掘
能人，积极构建“社区党委+好人+能人+志
愿者+居民”的治理模式，设立了“好人展馆”

“好人大讲堂”“好人会客厅”等阵地，打造多
维度服务空间，为普通人做好事、做善事搭
建更好的平台。

“勤俭节约是传统美德，我们要爱惜粮
食……”“百善孝为先，我们要传承孝道……”
在河西区惠阳里社区，每季度都会开展一次
家风故事会主题宣讲活动，让“社区好人”走
进讲堂，将家风故事娓娓道来，讲述家风故
事，传播好人事迹。得益于此，社区文明氛围
渐行渐浓，而这正是社区推动载体融合、为好
人搭建平台的有力之举。

天津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全市
建设“好人社区”的过程中，注重发挥“好人”

的主观能动性，打造品牌活动载体，形成“层
层有好人，处处有好事”的生动局面。

一群“社区好人”向一个“好
人社区”裂变

作为西青区首个“好人社区”，四季花城
社区通过网格员日常走访挖掘、居民自荐和
邻里推荐等多种方式，广泛深入挖掘身边好
人先进典型，2023年以来，评选出了众多优
秀的“花城好人”。

为持续传播好人文化，四季花城社区建
设“线上+线下”的好人宣传阵地，成立了社
区“好人宣讲团”，在社区公众号上推出了

“好人好事”专栏、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好人
事迹”、建设“好人广场”等。

依托好人阵地，使“好人效应”良性循
环。四季花城社区聚焦群众多样化需求，在
距离社区党群较远的雅园，将空置的房屋升
级改造成“红色微阵地”，将好人精神的触角
延伸到群众家门口。

“红色微阵地”设施配备齐全，可以让居
民以及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在这
里享受临时休息、喝水充电、应急、取暖乘凉
等服务。同时，联动‘社区好人’、社区周边
商户、共建单位等成立“花城合伙人”，立足
社区特色和居民需求，提供磨刀、理发、按摩
理疗等多种多样的免费便民服务，目前已为
居民提供法律咨询、义诊义剪、调节按摩等
暖心服务100余场，惠及群众2000余人。

借助“红色微阵地”，“花城合伙人”不断
放大“好人效应”，发挥好人“磁场”作用，激
励更多好人队伍、好人力量更加自觉参与社
区建设和社区治理活动。

四季花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莹自豪地说，四季花城社区已完成由一群

“社区好人”向一个“好人社区”裂变，激励了
更多社区好人参与社区治理，建设人人参
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作为村里多位残疾老人的“大家长”，浙江省嘉
善县惠民街道曙光村残疾人专职委员吴彩红，以特
殊记事本记录助残日常，深受村民赞誉。

吴彩红出生在残疾家庭，深知残疾人生活的不
易。担任专职委员以来，她积极走访摸排残疾人信
息，并时常上门探访陪伴。此外，吴彩红积极为村
里的残疾人申请补助、组织社会捐款，还为残疾人
找工作，用实际行动向他们传递温暖。吴彩红的记
事本记录着助残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村民的感激
之情。2022年，吴彩红获评嘉善县最美残疾人工
作者，2023年入选“浙江好人”“嘉兴好人”。对此，
吴彩红表示，荣誉是鼓励，助残之路仍将继续。

（林子）

女残疾人专职委员吴彩红——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程浏可

“每天中午在这里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每周有医生为大家量血压、测血糖，需要小修
小补，随时有志愿者帮忙……这里又便利又充
满人情味，我可舍不得搬走！”在阳曲路760弄
居民区生活服务中心的留言簿上，居民杨阿姨
动情地写下这段话。

近年来，上海市静安区临汾路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分中心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
于“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
的要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打造多元化志愿服务队
伍，开展多项群众参与、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
活动，与社区居民共同绘就美好宜居的幸福新
图景。

理论讲堂润心田
在合唱表演中感受精神力量，在读书分享

中陶冶情操品格，在理论讲堂中浸润心田……
临汾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充分

发掘和盘活社区内红色资源，积极打造区级
“学思践悟新思想”现场教学点，强化文明实践
阵地枢纽功能，推进理论学习、主题党日等系
列实践，打磨“精品党课”“初心微党课”等品牌
项目，组建“奋进·实践道德模范讲师团”讲述
红色故事，将暖人心、贴民意、有共鸣的新时代
奋斗者故事送入千家万户。

走进汾西路87弄居民区，在小区大门口
可以看见黑板报上写着谈古论今理论学习读
书会活动预告，这个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的
读书学习小组已经走过了十五个年头，小组成
员在这里共同品读红色故事，分享、宣传和弘
扬红色文化。此外，谈古论今理论学习读书会
还十分关心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暑假期间，
读书会的老爷爷们与社区青少年开展大手牵
小手活动，向孩子们讲述刘胡兰、王二小等小
英雄的事迹，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党爱国的

“红色种子”。
在阳曲路760弄居民区，“静临读书汇”采

用“三个一”——每月一次、每次一小时、每次
一个主题的形式，开展多样化的学习交流活
动。在这里，老党员分享为国奋斗奉献的经
历，志愿者和居民畅谈社区变化、感受共享社
区治理成果的故事……党建联络员带领大家
相互学习共同提升。

文明实践树新风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各

类资源就汇聚到哪里。围绕“15分钟文明实践
圈”建设，临汾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建立“1+20+X”模式下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体系，实现20个居民区文明实践站全覆盖，
39个文明实践点作为服务延伸，让文明实践推
得动、盘得活、有干货。

阳曲路760弄居民区打造“临爸爸”洗衣
队，免费为高龄老人提供清洗、送上门服务；

“临妈妈”工作室由超出70周岁的退休志愿者

组成，为社区居民开设“美育课堂”；“临灵灵”
亲子活动组建亲子活动群，搭建“星立方”亲子
平台，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讲座、消防知识普
及。每周开设的书法、手工等特色课堂吸引众
多孩子和家长共同参与；“临距离”爱心集市上
有理发、缝纫、修小家电、量血压、业委会接待
等各式服务点位；“临美美”睦邻楼组积极挖掘
楼组的好人好事，优化楼组内部装饰，创建小
区美丽楼组……

栽种果树、爱心义卖、涂鸦彩绘……闻喜
路251弄居民区的“巧手课堂”自2015年创立
以来，已举办了100多期活动。“巧手课堂”坚
持以思想教育为首，深化素质教育，将课堂不
断向外拓展，通过各类活动激发青少年爱国爱
党热情。

为满足社区老年群体需求，闻喜路251
弄居民区还有序开展多元化的助老服务。在

“昕科技”智能相伴主题活动中，小义工与社
区老人结对学习，一起跨越“数字鸿沟”。活
动中，社区王阿姨在小义工的帮助下，终于学

会了如何使用智能手机，感慨地说：“现在不
会用智能手机，就跟过去不认识字一样，真的
是寸步难行。社区这样的活动真是太好了，
很实用。”

回应诉求顺民心
“居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临汾路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回应民生诉求，精
准开展服务。提档升级“临汾好办”服务，打造
24小时不打烊“数字小屋”，开展“FEN享党员
服务日”“团长培训班”等80余项服务项目，还
聚焦新就业群体，布设升级“新心驿站”“心灵
驿站”等服务点位近40个。

在阳曲路760弄居民区，一排被粉刷成绿
色的房间格外引人注目，原本陈旧的空间如今
已经焕然一新。房间里摆放着医药箱、轮椅等
便民设施供居民使用，同时，每周还面向居民
提供健康咨询、金融、居家照护等服务。为满
足居民心愿，在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的协调
下，社区“乐邻家园”每周一至周五的中午11
时30分到下午1时，开设“为老温馨助餐点”，
爷爷奶奶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聊近况、话家常。这个助餐点不仅帮助他们解
决了吃饭难的问题，也为他们提供了一处情感
和精神交流的舒适场所。

闻喜路251弄居民区已将“理发”便民服
务逐渐发展成社区文化。在社区公共空间，志
愿者的几把座椅和剪刀不仅让居民享受到了

“家门口”的服务，还形成了和谐友爱的社区氛
围。志愿者边理发边耐心解答居民问题，邻里
间也在唠家常中增进了感情，共建单位还会在
这里科普反诈知识等，在温馨活跃的氛围中，
居民有了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

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
俗。临汾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用文
明的力量在社区编织出一幅和谐向善的美丽
画卷，与社区居民合力营造文明实践人人可
为、处处可见、时时可享的浓厚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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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李熙爽

宽敞明亮的环境、琳琅
满目的图书、崭新舒适的桌
椅……居民们安静地坐在阅
读区，用书本给自己“充电”；
孩子们聚集在房间中央的长
桌处，沉浸在有趣生动的故事
里。

走入位于吉林省长春市
绿园区香港城小区的“新华书
店迎宾街道网点香江社区店”
（以下简称“香江阅读空间”），
浓厚的阅读氛围扑面而来。
这里是吉林省内首家社区书
店，也是吉林省积极探索“文
明实践+实体书店”工作模式
的试点之一。

“香江阅读空间”的管理
人员晏鹏告诉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为了推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与“全民阅读”相
结合，丰富居民群众文化生
活，打通文明实践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今年3月，“香
江阅读空间”正式开业。“新华
书店为我们提供了少儿、社
科、教育等 6 大类 3005 册图
书，我们以此为核心，设立了
少儿图书阅览区、图书销售
区、沉浸式阅读室、志愿者服
务站点等多功能分区，将书店
搬到居民的家门口，让书香浸
润社区。”

不仅为居民提供免费的
阅读场所，让购书、读书触手
可及，社区和物业还会根据居
民的实际需求，在书店内定期
举办各类主题活动。“目前，我
们已经举办了‘品书香之韵
享阅读之美’活动和‘书香润
香江 阅读点亮童心’绘本阅
读活动，激发小朋友们的阅读
兴趣，调动居民的阅读积极
性，推动形成全民阅读的良好
风尚。”香江社区负责人说，

“下一步，我们还会着力开展
‘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
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
价值’等文明实践活动，致力
把书店打造成休闲阅读的好
去处、自选购书的好场所、文
化交流的好平台、社区形象的
好名片、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好
阵地。”

将书店搬到家门口，让文
化惠民见实效，“香江阅读空
间”是吉林省委宣传部积极探索“文明实践+实体
书店”工作新模式的缩影。据悉，今年以来，一批
批有特色、有亮点的阅读空间在吉林出现，实体书
店向多元阅读空间转型、文明实践与公共文化服务
有机融合的文明实践新图景正在白山松水间徐徐
展开。

今年2月，在通化市辉南县新华书店，“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迎新春、送春联文明实践
活动吸引百余位群众热情参与，书法家们现场挥毫
泼墨为前来的市民书写春联、福字，共送出春联
300副、福字500张。

在长春，上架图书4500余册的新华书店兴业
街道网点富城社区店不仅致力于推动阅读文化，还
定期开展幸福医馆、幸福学堂、普法宣讲、小区夜
话等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宣传，带动阅读阵
地，让书香气息融入社区居民的“生活圈”。

在梅河口市，吉林市委宣传部、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联合市新华书店共同推出“文明新风润梅
城”公益课堂，根据市民需求开展阅读分享、书画
展、茶文化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强化

“文明实践+实体书店”的实用功能，让广大群众在
活动中提升文化气质。

吉林省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处负责人介绍，“文
明实践+实体书店”模式是吉林省深化拓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可以有力推动文明
实践与公共文化服务、社区服务及各类群众需要的
生活服务有机融合、一体建设。“下一步，我们将在
全省筛选更多具备开设实地书店条件的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本着‘一地一特’的原则，将新增的新
华书店网点融入其中，增加阅读空间。此外，我们
还会通过新华书店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点）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明实践活动，吸引群
众走进书店，引导群众在参与活动过程中，润物无
声地沐浴书香氛围，增加文化气质。总之，我们将
深入探索‘文明实践+实体书店’工作模式，以文化
人，弘扬时代新风，树立文明新风，涵养文化新
风。”

吉
林
省
积
极
探
索
﹃
文
明
实
践+

实
体
书
店
﹄
工
作
新
模
式

临汾路街道阳曲路760弄居民区开展“静临读书汇”学习活动。 临汾路街道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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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河北区北宁湾社区树立的“做好事 不能等 不能停”的宣传语。

“社区是我家，美好靠大家”“做好事，不能等、不能停”，这些理念
在天津第一个“好人社区”河北区北宁湾社区已深入人心。现如今，天
津全市已建成“好人社区（村）”试点27个，以社区为单元凝聚“好人”力
量，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引导好人的“身边人”学习好人、宣传
好人、关爱好人、争当好人，引领城市文明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