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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汤怡晨 郭晨）“阿婆，我
们是来给您清洗空调的。”“大热天的辛
苦你们跑一趟。”为帮助社区老年人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6月18日，雕庄
街道采菱社区为辖区困难老人提供了
空调和油烟机的免费助洗服务，切实
提升居家养老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空调表面看似干净，其实里面看
不到的地方隐藏了很多灰尘污垢，所
以一定要拆开清洗。”在独居老人徐凤

英家中，社区乐惠居养老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一边耐心讲解，一边将空调拆
开清洗。“这空调是从老房子里移过来
的，十多年都没清洗过，太谢谢政府和
社区对我们的关心了。”

据悉，采菱社区考虑到老年人日常
拆洗油烟机和空调相对困难，并且存在
一定安全隐患，因此推出夏日送清凉免
费助洗服务，委托第三方乐惠居养老服
务中心帮助解决老年人实际困难。

雕庄街道采菱社区：
洗净空调送清凉

本报讯（陈洁）随着暑期临近，天
宁区2024年爱心暑托班即将开班。
据悉，爱心暑托班主要面向暑期看护
有困难的家庭，优先照顾6—14周岁
城乡困境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城市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等，坚持公益性原则，以促进青
少年健康成长为重点内容，根据孩子
们的需求特点开展思想引导、课业辅
导、心理疏导、生活指导等关爱服务活
动，缓解暑期家庭“看护难”问题。

2024年天宁区爱心暑托班由天宁
团区委、教育局、民政局联合主办，招募
邀请在校优秀教师和退休热心教师、高
校特长志愿者、专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
执行。招募邀请公安、检察、法院、卫
生、消防、武警等特殊领域志愿者，组建
爱心暑托班志愿者人才库，辅助开展法
治宣传、安全自护、素质拓展等课程。

截至目前，天宁已为2024年爱心
暑托班招募了优秀教师160余名，返
乡大学生250余名，同时吸纳具备服

务资质的社会组织10家，共同参与暑
托班运营。每个办班点带班工作人员
按师生比1:5进行配备，保证每个点
位上至少有1名班主任、1名安全监督
员和3名大学生志愿者，每个班的班
主任原则上由在职或退休教师志愿者
担任。其中区级主体班在阳光天地青
少年事务服务中心教室（龙城红色驿
站、天宁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投资广场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其他点位可
详询各镇、街道。

据了解，爱心暑托班的课程分为两
大类，分别是规定课程和自选课程。规
定课程包含：开班仪式、课业辅导、劳动
教育、法治宣传、安全自护、爱国主义
教育、心理教育、文明礼仪、阅读赏析、
成果展示等；自选课程包含科学普及、
手工实验、素质拓展、益智游戏、文体
锻炼等。其中，安全自护和心理健康
教育每个班点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文明
礼仪、阅读赏析分别开展不少于2课时，
户外素质拓展活动不少于2次。

天宁区2024年
爱心暑托班即将开班

本报讯（凃贤平） 暑假即将来
临。这两年，企事业单位关注到员工
需求，开设了暑假托管班，解决员工暑
期无法带娃难题。

“开设托管班、托育班远没有想象
的简单。通过市场调研，我们发现在
实际工作中，场地、师资成为暑假托管
班全面推行的阻碍。”宝贝盛宴教育集
团创始人曹奕说，集团成立于2006
年，现有幼儿园托育园10家，1家教
育营地。今年准备为企事业单位定制
员工子女暑托营，高标准打造，使暑托
班服务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据了解，暑期托管营的对象是3
至12岁的学生，涵盖了幼儿园、小学
阶段，分为基础版和升级版。其中，基
础版的内容是提供午餐、点心，可以选

择全日托、半日托和临时托，根据学生
年龄安排学习活动，辅导暑假作业，组
织学生自主阅读学校推荐的相关书籍
等，还将开展观影、故事会、演讲比赛
等趣味活动。升级版将增加特色课
程，如思维、主持人、体能、篮球、足球、
创意美术、写作等，还进行户外拓展或
者研学活动。

曹奕说，开设6岁以下宝宝们的
暑托营，对于企事业来说最难的是场
地。所以，针对这一年龄段，安排在宝
贝盛宴教育集团旗下的10家托育园，
这里设施、设备齐全；6岁以上孩子的
暑托营，对于企事业来说最难的是师
资力量。所以，他们把老师派进企事
业单位确定的场地、场所，方便家长上
下班接送。

宝贝盛宴为企事业单位
定制员工子女暑托营

本报讯（王利 张美林） 6月 13
日，在兰陵街道国泰名都社区社工室，

“社工联盟”启动。
“社工联盟”由社区社工和社会

组织社工共同组成。社区社工和社
会组织社工在“社区联盟”中各自
发挥作用。社区社工更注重于深入
社区、了解需求并促进社区发展；
而社会组织社工则更注重于提供专

业服务、进行社会救助和推动社区
建设。

启动后，“社工联盟”将做四件
事：一是在光华公寓小区成立四级议
事体系，让居民主动参与小区治理；
二是让社区学校开设的课程内容更
加丰富；三是开展社区广场大型集市
活动；四是与周边商户对接资源，实
现双向共赢。

兰陵街道国泰名都社区

“社工联盟”启动

□汤怡晨 葛妍 潘峰
社区是家的集合，邻里之间关门

是小家，开门是大家。今年，天宁区天
宁街道小东门桥社区在去年“熟人社
区”项目的基础上，打造“熟人社区”营
造项目2.0版本，从“社、商、居”三个
维度，引导居民成为“熟人社区”的参
与者、受益者。

党建引领，
“局外人”变“主理人”

日前，在东苑“柏杏”议事长廊前，
小东门桥社区“社区主理人”项目启
动。小小的社区资源板上贴满了各主
理人的想法，大家各抒己见，纷纷为社
区治理献计献策。

为进一步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
理，激活“能人效应”，社区党总支创新
打造“社区主理人”项目，参与对象有
经验丰富的老党员、退役军人、居民代

表和新市民，更有社会组织、物业和共建
单位等。

“我平日里喜欢打腰鼓，退休之后组
织了小区里的老姊妹一起打，大家聚在
一起聊天、锻炼，很是开心。”家住东苑小
区的张阿姨每次都会带领腰鼓队员们积
极参与社区活动，她主动报名这次社区
主理人项目，为社区治理出谋划策。

“南广场的活动室宽敞又干净，可以
充分利用起来，举办各种趣味活动。”刚
搬进南广场花园的马师傅对小区里的活
动室赞不绝口，认为这个集日常活动和
邻里沟通于一体的好地方不能被浪费。

记忆长廊，
凝聚和谐新画卷

一个镜头，记录一个历史瞬间；一张
照片，留存一段时代记忆。要想深入做
好社区治理工作，就必须了解它的“前世
今生”。

社区里有一条“鎏金记忆廊”，贴着
百余张来自辖区居民的照片。大家时常
驻足，一起聊聊记忆中的南广场。“这是
我和兄弟姐妹当初在老家拍的照片，今
天相聚，我们再来拍一张。”老党员朱慧
萍一家是新民苑的老居民，看着拔地而
起的新小区，无数回忆涌上心头。“拆迁
前这里也很热闹，有古玩市场、花鸟市
场、日用品市场等。以前的小东门市场
文艺范与烟火气并存，生机盎然。现在
的南广场建设得更好了。”社区“五老”志
愿者徐月清手拿照片，在现场给新居民
们介绍起了属于南广场的故事。

忆往昔、看今朝，照片里的故事把新
老居民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绘成了一
幅邻里和谐的新画卷。

“锦上添花”，
“我和你”变成“我们”

社区能人杜林妹是有名的手作达

人，这次主动带来自己的一系列作品进
行分享，吸引了不少居民的目光。现场，
杜阿姨向大家介绍了手工花和串珠的基
本制作方法，并用旧报纸、废弃快递袋等
做了一朵郁金香，将绿色环保理念融入
手工作品之中。“现在特别流行这种手工
花和串珠，变废为宝，好看又独特。”在杜
阿姨和巾帼志愿者的指导下，社区失独
老人和残疾人将零碎的材料巧妙地进行
缠绕与黏合，一件件精美的作品呈现在
眼前。大家一边创作一边交流，纷纷表
示这种活动很有意义，提供了邻里沟通
的平台，为生活“锦上添花”。

接下来，小东门桥社区将继续强
化“梧桐柏杏”党建引领，以“熟人社
区”为载体，充分整合多方资源，创新

“五社联动”，推动多样化服务供给，让
老有所乐、幼有所教、心有所属，把居
民关系从“我和你”向“我们”转变，共
建美好家园。

天宁街道小东门社区：

在“熟人社区”，“我和你”变“我们”

本报讯（凃贤平）在雕庄街道，每
月逢5号、15号、25号，都会有村、社
区在举办“公益5号”文明集市。水岸
花语社区的居民，清楚地知道自家门
口的集市是每月25号。

“每次集市，社区工作人员一点不
忙，只要提供10张循环使用的折叠桌
子就可以了。”2020年夏天,张毅超被
调往水岸花语社区担任党总支书记。

此前，他在采菱社区担任社区主
任。“‘公益5号’最早是在采菱社区发
起的一个志愿服务项目，我们希望志
愿服务常态化开展，就有了这一月接
着一个月办的公益集市。”

集市的场地设在小区里，场地不
愁；小区里居民不少，人气也不愁。“既
然是一个集市，也应该有一些居民生
活所需的商品。那么为居民提供便民
服务的商户从哪里来？那时候，集市
每办一场，政府需要投入1000元，请
社会组织去寻找这些商户。”

于是，集市上除了公益活动，还提
供了一系列免费服务，包括理发、磨
刀、修鞋、健康检查、政策咨询、垃圾分
类、金融服务等，为居民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困难，让生活更加便利。此外，还
有爱心商户精挑细选名优特老字号商
品，为居民提供贴心便民服务。

政府投入办集市，两年后就改变
了。“公益5号”集市有了吸引力和魅力
值，商户越聚越多，居民越逛越多，自
然实现“政府购买便民服务”到“邻里
互助+社会组织自愿参与”的升级优
化，真正成为一个政府零投入的集市。

张毅超在水岸花语社区持续优化
“公益5号”集市。“公益集市的特点就
是其公益性，我想做出特色来。”

为此，在水岸花语社区的“公益5
号”集市上，他设立公益摊位，销售由
慈善机构或弱势群体制作的手工艺
品，所得收入直接用于公益项目。举
办如义演、义卖等公益活动，让居民近
距离感受公益的力量。鼓励爱心商户
捐赠部分销售额给公益机构，共同为
社会作出贡献……

张毅超对“公益5号”集市最大的
感受是集市焕发出了生命力。集市通

过吸引大量人流、提升品牌知名度、提供
直接销售平台等方式，帮助商户增加销售

额。当商户看到参与集市能带来实实在
在的利润时，他们便会热情参与，从而使

得集市具有可持续性。“有了生命力，这个
政府零投入的集市才可以不断复制。”

政府零投入办了一个集市

□董逸 高瑛

“一只蚂蚁的力量虽小，蚂蚁群的
力量却不容小觑。”说起举办“一只蚂
蚁”邻里公益集市的初衷，青龙街道社
工站负责人肖悦如是说道。

今年5月，青龙街道横塘社区版
的“‘一只蚂蚁’邻里公益集市”正式上
线，计划每个月第三周的周六、周日分
别在两个小区举办两场活动。集市分
为四个区域，分为蚂蚁便捷小径区、蚂
蚁智慧洞穴区、蚂蚁创业丛林区、蚂蚁
社区花坛。

蚂蚁便捷小径区，以便民服务为
主，如磨刀、理发、配钥匙等，从便利性
和实用性出发，让“蚂蚁们”轻松找到
所需的“食物”。

洞穴是蚂蚁的家园，也是它们获
取信息和交流的地方。因此，蚂蚁智
慧洞穴区以政策咨询为主，如法律咨

询、反诈宣传、文明养犬、生育咨询、就业
帮扶服务等，“蚂蚁们”可以在这里获取
政策信息和建议。

蚂蚁创业丛林区，是一个充满生
机和机遇、创新精神和创业机会的地
方，“蚂蚁们”可以在这里开设居民商
户、参与二手货品交易，也可以跟着
邀请来的老师们学习一门感兴趣的
技能。

花坛是社区成员共享和交流的空
间。蚂蚁社区花坛是展示社区特色和风
采的窗口，也是非遗交流、文创产品等文
化成果展示的空间。

在6月份刚结束的集市上，来自蚂
蚁创业丛林区的一位居民就带来了自己
擅长的脸部彩绘项目，“这个脸上画得好
好看啊！我可以学吗！““可以收我为徒
吗？我对脸上彩绘超级感兴趣！”现场，
这位居民就收获了不少“粉丝”。还有一
位擅长烧菜的师傅，当场就提出能不能

来现场摆摊，教居民们烧菜。肖悦表示，
她更希望通过整合多种多样的资源，让
居民在这个自由的市场上找到自己感兴
趣的项目，甚至是将来可以用于创业或
用做副业的手艺。“后续我们已经对接了
中医医师和自媒体主播等资源，欢迎居
民们踊跃参与。”

“经过多次尝试，我发现了这类集市
是一种可推广可持续的模式，在满足居
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需求之外，通过服
务和信息的对接，打造全民生服务集合
展示、链接的平台。此外，参与的人员也
在逐渐拓宽，从中老年人发展到青少年，
让更多的居民走出家门，在集市上形成
全年龄段的联动。”

据悉，在蚂蚁创业丛林区，每成交一
笔交易，都会为社区慈善账户捐赠0.5
元。这些善款将用于帮助那些身处特殊
困境的群体，实现他们的微小心愿，体现
公益集市的力量和关怀。

“一只蚂蚁”邻里公益集市：

打造全民生服务展示和链接的平台

政府零投入办一个集市，听起来似
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雕庄
街道村、社区，已经连续办了4年，“公益
5号”文明集市一个月至少办3场。

这个集市，办在居民家门口，对于
小区居民来说，是个享受便民服务的集
市。平时不容易见到的磨刀、修鞋、缝
补等服务，在集市都找得到专业师傅。

这个集市，办在居民心上，对于小
区居民来说，是个与各个部门面对面

咨询政策的集市。各个部门送服务送
到小区，提供就业、反诈骗、法律等各
类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咨询服务。

这个集市最特别的，是一群有爱
心的人相聚的地方。想奉献爱心的人
可以来，想寻求爱心支持的人也可以
来，义演、义卖、义捐者比比皆是。水
岸花语社区，甚至在“公益5号”集市
的基础上，打造出一条社区公益街，让

“月行一善”变成“日行一善”。

从5月15号开始，天宁区正式发布
“公益5号”文明集市推广计划，零投入
办集市的模式向全区推广。也就是说，

“公益5号”进入复制阶段。
一方面，政府可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

到其他更需要的领域。另一方面，政府将
主导者角色转变为监管者和协调者。通
过引入市场力量和社会参与来推动集市
的发展，往往能够更加贴近民众需求，提
供更加多元化的商品与公益服务。

发展公益集市，从政府放手开始
凃贤平

本报讯（宋婧 董逸 高岷）在郑
陆镇黄天荡村，眼下正是清水蟹快速
生长的时节。今年，随着“三池两坝”
尾水治理系统的投入使用，黄天荡村
实现了清水蟹养殖产业的绿色升级。

18日上午，记者走进蟹塘，只
见一片碧水荡漾。今年，黄天荡村
投入 300万元，对 200亩（1公顷=
15亩）老旧蟹塘进行标准化改造，
并引入了尾水治理技术——“三池
两坝”净化系统。“以前环保意识没有
这么强，养殖塘里的水没有经过处理
就排到外面。有了这套尾水处理系统，
尾水可达标排放并循环利用。”黄天荡
村党委书记沈建清说。

作为“黄天荡清水蟹”的官方认
证产地，黄天荡村凭借这只小小的

螃蟹，成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
超亿元的典范。然而，在追求经济
效益的同时，村庄并没有忽视对环
境的保护。

在蟹塘的一角，记者见到了正在
运行的尾水处理系统。沉淀池、曝气
池、生物净化池三个区域紧密相连，
再加上两个过滤坝，形成了“三池两
坝”完整的尾水净化链条。“这是过滤
坝，有很多小孔，里面是活性炭、火山
岩、陶粒等材料，尾水流过时，一些富
营养物质就被吸附掉了。池中分别种
植水生植物，如菹草、金鱼藻、轮叶黑
藻、狐尾藻、苦草等沉水植物，还有睡
莲、菱角等浮叶植物。”沈建清介绍，
尾水处理区由老旧池塘改造而成，分
布在蟹塘的一南一北，占地20多亩。

附近的养殖户承晓军难掩喜悦
之情。他告诉记者，村里引入“三池两
坝”水处理工艺后，养殖环境改善了，
生态环境提高了，水质变得更加清澈
了。同时，处理后的干净水体又被重
新引入蟹塘，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
用，降低了养殖成本。“黄天荡的清水
蟹品质越来越好，深受消费者喜爱。”
承晓军自豪地说，他今年承包了70
亩蟹塘，目前螃蟹已完成3次脱壳，
预计亩产将达到400斤左右。他期待
着十月中旬的到来，届时螃蟹大量上
市，为自己和农户带来收益。

据悉，今年下半年，黄天荡村还
将依托丰富的湿地资源，启动周边
村庄整治工作，并拓展乡村旅游等
多元化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
活力。“坚持生态优先是不变的原
则，同时注重产业升级，推动乡村经
济朝着绿色、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发
展，以实现黄天荡村的加速发展。”
沈建清表示。

黄天荡村：好水养好蟹

本报讯（邵华美）暑期即将来临，
为增强学生对防溺水工作重要性和紧
迫性的认识, 6月18日上午，常州市
公安局天宁分局东门水上派出所、常
州市红盾应急救援队携手为青龙中心
幼儿园师生举办了一场“平安校园 暑
期防溺水“的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和救援队队长等分
别讲解了防溺水的重要性、溺水的紧
急救援措施、防溺水急救办法和应急

处理方法等知识。
在互动环节中，孩子们积极配合，

抢着回答问题，场面非常热烈，生动有
趣。通过互动，孩子们的参与感和体
验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现场，幼儿园的老师们还自编
自演情景剧《我落水啦!大家来救
我!》，以互动演绎、寓教于乐的形
式，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了防溺水
的知识和技能。

多方联手 筑牢防溺水“安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