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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讯员/王余丹）2020年12月29

日，在社区党委的支持下，罗村

社区幸福院“红色记忆，心怀感

念”系列活动圆满结束。该活动

链接罗村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资

源，在社区内积极营造拥军爱民

的良好氛围。

破冰游戏、绘画战友、追忆

军旅、参观“军营”……前期，社

工通过入户招募，把部分退役老

兵召集起来，以座谈的形式探讨

过去军旅生活与现在生活的不

同，有助于他们抒发情感，提高

社会参与度。

“我以前是一名铁道兵，每

天在高危的环境中工作，自己早

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还记得

当时参军，同乡也驻点在附近的

部队，两人相约看电影、聊聊天，

‘他乡遇故知’是一件很温暖的

事情。”在“绘画战友”环节，退役

军人杨汉权分享起自己与战友

的往事。他表示，退伍之后，这

段友情也一直持续到现在，两人

也会经常问候，“这是一段珍贵

的战友情。”

追忆军旅生活，齐聚一堂话

担当。社工们巧用场地记忆，带

领老兵们参观罗村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重新体验军旅生活。

军装、徽章、水壶、手榴弹

……熟悉的军营物品映入眼帘，

“这个‘士兵证’我保存了50年，

如果再让我回到当年，我还是会

坚定地选择参军。”退役老兵李

锡流拿着自己的“士兵证”，深有

感触地说。

“叠军被”是军营生活中的必

修课，活动通过“叠被子”比赛，让

老兵回忆往昔，更好地融入活动。

“近7年的军旅生涯对我影

响最深的就是行为举止。退役回

来后，走路总是仰首挺胸，坐着总

是挺直腰板，说话总是嘹亮有力

……”退役军人杨顺江表示，虽然

只是曾经一身军装，却把军人的

精神一辈子刻在了心里。

本次活动引导老兵们对过

往物件、情感及

经历进行回顾，

对提高他们的

生活满意度与

幸福感起着积

极作用。“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

高，信息通讯的

发达，人与人之间的

联系演变成靠网络维

系。但对于退役军人

来说，过去难忘的军旅历程和弥

足珍贵的战友情，是永远的记忆

和思念。”社工王余丹说。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

燕 通讯员/潘健靖）2020年 12

月26日，罗村社会管理处社区

学院——Vlog 上线，玩转手

机拍摄学堂开课，邀请专业视

频拍摄制作导师，以“培训+实

操+后期指导”的方式开展培

训服务，推动社区居民用习得

的专业技能反哺社区，将罗村

文化、社会服务发展历程、政

策宣讲等以循环可视化、立体

形象的形式呈现。

本次活动由罗村社会管

理处公共服务办公室主办，罗

村“七一”空间孝德·家承办。

当晚，专业视频拍摄制作导师

将“摄影景别”与“镜头运用”

两块内容先后展开讲述。“在

摄像过程中，镜头的运用手法

非常重要，一般拍摄分为固定

镜头与运动镜头。”潘老师表

示，运动镜头是Vlog 制作常

用的手法，画面更具动感，其

基本功包括推、拉、摇、移、跟、

甩、升、降八大类。导师还在

课程上带领居民用手机练习

各种拍摄手法。

罗村“七一”空间孝德·家

的社工介绍，除了该课程，手

机拍摄学堂还设有《剪映的功

能使用方法》《拍摄进阶，短视

频拍摄实操》等课堂学习内

容。完成课堂学习后，主办方

将会物色优秀学员，安排学员

开展以如何办理居民居住证、

老人证等为内容的民生政策

主题拍摄工作，视频拍摄完成

后将在罗村的各社区居委会

进行放映。

罗村社会管理处社区学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学院将

继续结合居民实际需求，整合

社区组织、技能导师等公益资

源，为居民提供丰富的社区教

育服务和多元化的社区治理

参与平台，从而有效提升群众

的认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打造和美幸福罗村。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慧 通

讯员/陈曾悦）近日，佛山西站

派出所民警发现站台区一名乘

客黄某突发疾病，意识不清。

经医生检查，黄某生命体征正

常，但精神状态明显不佳，无

法现场处置，需送院救治。

佛山市南海区公共卫生

医院（原罗村医院）医生诊断

后发现，黄某患有精神分裂

症，病情暂不稳定。基于“先

救治、后援助”原则，佛山西站

管理局立刻安排入院治疗，并

将事件报至南海区委政法委。

同时，铁路民警调查确

认，黄某是在册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管理地区为广西崇左市

天等县。民警按照程序联系

黄某家属前来佛山，但发现黄

某是家中独子，年事已高的父

母住在养老院，无生活来源，

其他亲属也不愿意来接黄某

回家。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蔡立

新介绍，考虑到患者的实际困

难，还因涉及路地合作、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救助救治工作，

区委政法委统筹协调，立即启

动路地联动机制和精救工作

联动机制。

一方面，狮山镇统筹资源

负责黄某医疗费用，解决前期

治疗费用这一燃眉之急。另

一方面，其他部门继续与天等

县公安机关、患者所在村委

会、患者家属沟通，讨论长期

救治救助办法。

南海区相关部门主动与

黄某父母沟通协调，加之天等

县相关部门承诺将提供相关

帮助，最终促使黄某父母同意

继续履行监护义务。“我愿意

回家。”黄某得知消息后，非常

开心。

为确保安全，狮山镇政

府、佛山西站管理局、佛山西

站派出所派出人员组成转送

团队，亲自送黄某回家。元旦

前，转送团队抵达南宁站，在

站内与黄某家属进行交接，助

黄某一家团圆。黄某的家属

为表示诚挚的感谢，专程托转

送团队将一面锦旗赠予南海

区委政法委。

居民玩转视频拍摄
展现和美幸福罗村

及时救助精神病人
家属赠锦旗表谢意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刘凤珠 摄影报道）2020

年12月30日，狮山镇联星社区

幸福院举办年度总结暨志愿者

表彰活动，对2020年与幸福院

携手同行的医疗团队、经济社妇

委、志愿者和爱心商家表达感

谢，为幸福院今后更好开展养老

服务添助力。

联星社区幸福院是南海区

首批、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首

家社区幸福院，于2017年5月开

始由佛山市南海区佰乐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至今扎根

联星社区3年多。

表彰活动上，联星社区党委

委员、联星社区幸福院负责人

孙丽燕对 2020 年幸福院的民

生服务、运营管理和志愿服务

表示肯定。据介绍，2020年联

星社区党委与幸福院开展了5

场联动活动，服务人次超过

3172人次。在党建引领下，社

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不断提升。

“我们通过‘1+5’合作模式

(1指党建引领,5分别为社工、医

疗团队、妇委、志愿者、爱心商

家,多方合作共同推动养老服

务)，使社区多方力量目标一致，

劲往一处使克服困难，完成了一

件件民生大小事。”孙丽燕表示，

今后幸福院将继续把“居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做群众贴心人，急群众所急，

满足群众所需。

2020年是特别的一年，面

对各项挑战，联星社区幸福院携

手医疗团队、经济社妇委、志愿

者、爱心商家，以“1+5”合作模

式，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实

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

医、老有所为。

早在2018年，幸福院便以

社区为圆心，链接周边医疗资

源，探索医养结合的社区养老模

式，至今与南海区人民医院、南

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佛山

市爱尔眼科医院等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提供多项名医问

诊和义诊服务，至今已服务798

人次。同时，幸福院致力通过

社工+义工的合作模式推动养

老服务，2020年新增志愿者16

名，为联星义工服务队持续注

入新鲜力量。“我希望通过志愿

服务传承爱心，回馈社会，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志愿者郭妙

霞说。

此外，幸福院还充分发挥各

经济社妇委的熟人优势，助力将

为老服务下沉至各经济社。

2020年幸福院携手经济社妇委

共开展了8场生日会，服务长者

528名；6场便民服务，服务人数

646人次；2场节日系列活动，服

务长者1457人次。

“希望社工能够发挥专业优

势，继续与医疗团队、妇委、志愿

者和爱心商家友好合作，群策群

力为长者提供更多便利贴心服

务。”孙丽燕表示。

联星社区幸福院举办年度总结暨志愿者表彰活动

“1+5”合作模式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罗村社区开展“红色记忆，心怀感念”系列活动

退伍老兵聚一堂
追忆军旅当年情

■社区居民在导师的指导下学习手机摄影技巧。 通讯员供图

■联星社区幸福院链接周边医疗资源，为长者提供名医问诊服务。

■参加活动的退役老兵一起观看电影。通讯员供图

■退役老兵重温“叠军被”。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