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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B03 关注关注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的意见》，佛山市与南海区相继出

台一系列细化文件，桂城由此启

动“熟人社区”创建工作。

桂城街道的“创熟”在实践中

广泛发展社团组织、楼长、自治小

组等群众队伍，织密基层组织网

络，培育和组建以7000多名社

团领袖、骨干为基础的调解团队，

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模式。

“文化推动”是桂城创建“熟

人社区”的六大途径之一。通过

培育睦邻自治的文化，桂城推动

社区居民寻找社区治理共同体，

引领辖区范围内23个城市社区

积极开展创建“熟人社区”宣讲会

项目、书香文化活动、社区学院等

文化品牌活动，定期对桂城街道

优秀义教老师、优秀义教课程进

行嘉奖。

文化是一只看不见的巨手，

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过程中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

力、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转

化为强大的力量。很多个夜晚，

在桂城尖东社区金域蓝湾小区，

一场场别开生面的读书会、故事

会吸引了社区小朋友，专业绘本

老师的生动讲述，激起孩子们浓

厚的学习兴趣。尖东社区注重打

造书香平台，在金域蓝湾这个新

型的大型楼盘培育社区文化，成

立“孟母学堂”，目前累计向学前

儿童传授了数百个成语故事，以文

化为引领，以邻里情为纽带，推进

书香社区建设，从而推动社区善

治，让居民成为治理的主角。值得

一提的是，本年度“尖东书香会”也

荣获“南海区学习品牌”奖项。

诸如读书会、故事会这样的

“邻里节”活动，在桂城城市社区

贯穿全年。截至去年，桂城社区

学院共发展了 1060名义教老

师，开办了820个课程（总课时

7240小时），而书香文化试点工

作建设累计开展了177场书香志

愿服务。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蓉

实习生/张雅琪 通讯员/陈美

兰摄影报道）甘蔗、番薯叶、空

心菜、小白菜……近日，桂城平

东社区的玉德天台农场又迎来

了丰收日，志愿者将蔬菜采摘

后送给社区的长者们。

志愿者采摘蔬菜送给长者
去年9月，平东社区的社

工们决定以“天台农场”为契

机，种植农作物为纽带，加强居

民与社区间的联系，将玉德天

台农场成熟的农作物送给社区

长者，让他们感受到社区和街

坊的温暖。

“今天的生菜长得挺不错

啊。”“番薯叶够了吗，我这里还

有一把。”“我这里还有小白

菜。”当日上午7时，平东社区

的玉德天台农场热闹起来，志

愿者早早来到农场，摘下成熟

的农作物，分装在篮筐内，等待

送菜队伍将蔬菜送到平东社区

长者们的手中。

胡计銮是其中一位送菜

志愿者，他从去年开始参加平

东社区的“情系平东，送菜到

家”服务，至今已有60多次，他

对长者们十分熟悉。

胡计銮与另一名志愿者

骑着电动车，带着5份蔬菜前

往长者家。“婆婆在家吗，我是

平东社区的送菜志愿者，来给

您送蔬菜啦。”

“社区又给我们送菜啦，把

菜放在地上的篮子就好啦。”婆

婆见到胡计銮十分高兴。除了

送菜，胡计銮和同伴还会询问

长者的近况。胡计銮说，希望

“送菜到家”服务能一直持续下

去，看到老人家高兴，自己也会

开心。

社区活动吸引大批志愿者
平东社区玉德农场“送菜

到家”活动吸引一大批有爱心

的志愿者参与。

“我参加平东社区组织的

志愿服务好几年了，平常我们

也会参与其他志愿服务，比如

交通疏导、在志愿服务站做志

愿者等。”胡计銮说，这群扎根

在平东社区十几年的志愿者

来自五湖四海，桂城就像他们

的第二个家，他们希望自己的

家能更加温暖，同时也希望把

“小家”和“大家”联系在一

起。

每次社区有志愿活动，志

愿者都会踊跃报名，一些志愿

者还会带上家庭成员来参

加。在他们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居民加入志愿服务队伍。

如果“送菜到家”活动在周末

举行，就能看到不少“小志愿

者”的身影。

“带小朋友参加，让他们了

解到粮食来之不易，也让他们

学会关爱他人，从中感受到助

人的快乐。”志愿者们表示，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希望

自己的言传身教能让孩子们学

会尊老、关爱他人。

桂城“创熟”宣讲会被评为佛山市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千场宣讲会“创熟”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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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场宣讲会“创熟”结硕果

平东社区开展“送菜到家”活动

长者又收到新鲜蔬菜了

10年来，书香节、邻里节、楼

栋长、自治小组……随着一个个

新名词的诞生，“熟人社区”正在

改变桂城社区生态，居民因为共

同的价值守望和情感慰藉，打开

都市社会筑起的心灵藩篱，邻里

互信互助的温情画面正成为社区

生活的寻常细节。

可以说，桂城“创熟”着力于

社区治理研究和实践，挖掘最具

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内核——邻里

情。针对社区居民，桂城“创熟”

坚持分享与交流，向小区居民、物

业服务公司等多方宣讲“创熟”理

念及工作手法，针对不同参与对

象，开展楼长制、巷长制、街长制、

旧楼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改造等

专题宣讲，唤醒居民公共精神和

自治意识，引导居民发挥“主人

翁”精神，关心和参与小区事务、

化解矛盾纠纷，更是社区普法教

育的有效途径。截至2021年3
月，桂城创建“熟人社区”宣讲会

超过 300 多场，参与人员达

11511人次；由“创熟”调解工作

室指导社区“创熟”团队策划组织

的“创熟”宣讲会超过 1000场

次，参与人群超过10万人次。

面对一线社区工作骨干，通

过组织社区“创熟”宣讲会专题培

训、组建中级本土社工成立创熟智

库团、开展创熟联谊汇系列活动等

措施提升“创熟”工作人员的专业

能力，打造敢担当、勇作为的社区

专业治理队伍。2020年，“创熟”

调解工作室3名成员成为南海区

新型特色社会动员体系讲师团成

员，开始走出桂城，到大沥、九江、

里水等镇街开展“创熟”宣讲。

接下来，桂城创建“熟人社

区”将坚持充分利用书香文化、社

区学院、新型邻里节、创熟宣讲会

等系列品牌培植社区治理文化，把

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

来，以文化推动发展更多的“创熟”

同路人，共同夯实社会治理基础。

2021 年佛山市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开幕式近日在桂城举
行，现场表彰一批个
人、集体和项目。其
中桂城街道党群服务
中心创建“熟人社区”
宣讲会被评为“佛山
市终身学习品牌项
目”。

这是桂城“创熟”
在今年获得的又一个
有份量的奖项，体现
了桂城“创熟”工作在
社会人文教育方面发
挥的重要作用，展示
了桂城的社会治理成
效。

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模式

■志愿者在玉德农场摘菜。

■胡计銮把

菜送到老人

家中。

“创熟”宣讲会超过1000场次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通讯员 王小姬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桂城举办“熟人社区”小品创作大赛。图为居民登台演小品。

■桂城举办社区趣味运动会，拉近居民彼此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