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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好多威水史 导赏员逐一话你知
河村社区以文化传承推动社区共治

“双百”社工托起残障青年“校园梦”

■“双百”社工向阿儒送上慈善物资，鼓励其认真学习。

2022年4月，“双百”社工廖

明敏第一次入户探访阿儒一家，

他认真记录着阿儒一家的基本情

况、各种需求和想法，认真的态度

也让阿儒敞开了心怀。

“我喜欢读书，我想读书！”了

解到廖明敏此行入户的用意，阿

儒念叨着他内心迫切的愿望。虽

然知道读书学习过程很累很苦，

但他想坚持、想努力，阿儒还将日

常翻阅的书籍分享给社工，说着

阅读带来的知识和喜悦。“看到其

他同学能上学，自己只能在家，我

总是开心不起来。”阿儒说。

了解到身边有成功考入特

殊学校的案例，廖明敏和阿儒母

亲讨论求学申请、考学入学的应

对策略，了解学校背景、开设专

业、考试相关内容等。“报考的学

校很好，但我担心阿儒的考试，

考不上就没机会学习了。”阿儒

母亲说。

“不用担心，阿儒学习热情很

高，加以辅导肯定能顺利通过考

试！”廖明敏帮助阿儒母亲建立信

心，还通过社会支持网络，发动其

家人、亲友、邻里、志愿者等为阿

儒提供有效的入学前服务，及时

调整负面情绪状态，更好地应对

考试。

廖明敏还积极引导阿儒分享

近期的学习成果，让他重新树立

学习“成就感”，引导他回归初心、

坚持学习信念。“学习提升自己，

我们长大后才有能力照顾好家

人。”廖明敏不断强化阿儒内心的

学习动力。在考试前的一段时间

里，阿儒更加刻苦努力，主动把复

习时间延长到22时，希望能抓住

这次机会，全力以赴考上学校。

2022年7月，阿儒妈妈激动

地打来电话，向廖明敏报喜：“我

儿子（阿儒）成功被学校录取了！”

在祝贺之余，廖明敏还积极和学

校沟通对接，协助阿儒领取入学

资料、准备入学事宜、适应新学校

生活。

“看到他们坚持从不言弃，能

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发自内心感

到欣喜。”廖明敏说，对特殊群体

而言，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同样

重要，他们主要是发挥了专业优

势，帮助他们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用心理疗法等恒常开展治疗协

助，更好地帮助他们织密织牢幸

福保障网。

出生时，由于脐带绕颈三圈

引起了缺氧，阿儒的身体发育、智

力都受到了影响，身体平衡能力

也较弱。

十多年来，阿儒都要比同龄

人付诸更大的勇气，付出更多的

努力。每次因肢体不平衡而摔

倒，阿儒在父母的鼓励下都能缓

缓爬起来，吃力地协调好肢体动

作，一步又一步地克服困难。坚

持、治疗，阿儒逐渐恢复了基本独

立行动能力，这让一家子欢呼雀

跃了许久。

“家里老人需长期服药，两个

小孩的成长需要操劳。”谈到生活

拮据的情况，阿儒妈妈面露伤感。

但她始终坚信“不是看到希望才坚

持，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这

种信念让阿儒父母拼命工作，努

力维持家庭正常生活开支。

然而，由于发育迟缓引发的

多动症等症状，让阿儒的初中学

业受到了阻碍。在镇教育发展中

心的指导和支持下，校方积极帮

助阿儒争取留校学习机会，阿儒

由奶奶进行陪读，但由于病状加

重，初三上学期结束，阿儒不得不

暂时休学在家。

即便如此，学习的热情仍充

斥着阿儒的内心，平时也会自主

打开书本阅读学习，但缺少了老

师的教导，阿儒开始对知识感到

了陌生，不知所措的他还因此有

了厌学心理。阿儒妈妈只能加以

抚慰，也鼓励他带着弟弟学习，共

同巩固和强化知识。

命运多舛仍心怀信念

“我喜欢读书，我想读

书！”今年16岁、不幸患智力

四级残疾的里水青年阿儒

（化名），噘着嘴表达想法的

情景，至今仍让入户的双百

社工廖明敏难以忘怀。“他汲

取知识的想法很强烈，令人

动容。”廖明敏说。

2022年年初，由于多种

原因，阿儒不得不休学在家，

“重返校园”成为他最为迫切

的梦想。廖明敏从心理辅导

入手，帮助阿儒一家重新树

立起生活信心，协助阿儒通

过自身努力圆了自己的“校

园梦”。

2022年，里水提出建设“善

美里水”，聚焦青少年、家庭和社

区三大领域，统筹整合各类服务

资源，将党建引领、文化引航、志

愿引导融入其中，围绕“善美少年

成长、善美家庭培育、善美社区共

建”三大主题，开展“十美”系列活

动，囊括一百多个服务项目，力争

将“善美里水”打造成基层治理的

一大品牌。

其中，“善美社区共建计划”

聚焦熟人社区建设、居民归属感

提升、文明风尚传播，举办社区邻

里文化节，挖掘和弘扬本土传统

文化、社区特色文化，开展各类榜

样人物评选活动，提升社会文明

程度。

在“善美里水”建设的指引

下，河村社区以文化传承项目为

抓手，搭建了一个文化保育服务

平台，回应社区文化传承需求，既

涵养了居民情操，弘扬了家庭和

美家风，营造出浸润浓厚文化的

社区氛围，让河村人爱上河村，讲

好河村故事，传播河村正能量，也

让社区文化得到有效传承，进一

步推进了基层治理，让居民参与

共建善美社区。

例如，为培养青少年的高尚

情操，河村社区通过集思会，居民

骨干共商共议共行动，总结归纳

出河村“爱国爱家好读书”的精神

文化内涵，结合该精神，河村社区

开展了亲子共读打卡活动，凝聚

了一群社区“热心人”“读书人”，

还动员了党员、亲子家庭，对社区

内的旧墙进行美化，近期还计划

参与改造社区“四小园”，得到了

广大居民积极响应。

居民蒲凤萤表示，通过亲子

共读和文化传承，不仅传播了爱

读书的精神，也让孩子和家长间

有了更多互动和沟通，在完成亲

子共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向孩子传播河村“爱国爱家好

读书”的精神文化，大家对河村社

区的归属感大大提升，文明风尚

广泛传播，家庭关系更和谐了。

“一般祠堂只有一个门口，而

吴氏世祠跟旧时衙门一样有三个

门口，因此得名‘官衙祠堂’。这

是因为吴家一族曾经功名显赫，

希望这里既是宗祠，又能体现出

官家气派。”周末，里水河村社区

导赏队队长陈超红给社区青少年

介绍吴氏世祠的来历。

里水河村社区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不仅有着传颂“一门四

进士，四代六乡贤”故事的吴氏

世祠，也有书写着“旗峰远壮元

戎府，濛峡宏开一洞天”历史的

主帅庙等。

2022年，河村社区依托善

治里水创益基金支持，开展社区

文化传承项目，通过深入挖掘社

区文化资源，创新文化保育方

式，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文化

传承和创新工作，走出了一条

“文化调研”“文化记录”“文化研

讨”“文化导赏”的文化传承之

路。

在此过程中，凝聚起一群群

社区“热心人”，办成了一桩桩社

区“难事”，形成了以文化力量推

动基层善治，齐心共建“善美里

水”的生动局面。

自该项目引进后，社区党委

和执行机构北斗星社工调查发

现，居民对社区历史文化认识普

遍不足。

文化故事的调研和记录是

文化传承的基础。于是，社工和

志愿者积极挖掘社区文化故事，

了解到很多土生土长的河村长

者在多年耳濡目染下知道很多

河村历史，特别对历史建筑的典

故来历熟知一二。因此，社工以

这部分长者为切入口，通过走访

6个村小组，访谈了吴以结、黄灿

辉等40余名长者，收集了一批

史料、文化、习俗等方面信息，整

理成“河村村名的由来”“吴氏世

祠”“主帅庙”等社区故事10余

篇。

“这个祠堂是河村最大的祠

堂，也是有着‘一门四进士，四代

六乡贤’美誉的吴氏世祠……”

走进河村社区的各个景点，可以

看到吴以结常向居民讲述河村

历史。数十年的钻研和积累，吴

以结对河村历史如数家珍，称得

上河村行走的“历史教科书”。

“我对社区历史文化研究有

着浓厚兴趣，平时有空就会看

《郁水物华》《南海县志》等记载

着历史的书籍。”吴以结说。

黄灿辉是河村一名老党员，

曾在岭南美术出版社工作。退

休后，他回到家乡河村，着手重

编族谱工作。他四处收集资料，

邀请学者共同研究，在准确了解

情况后，对族谱进行修改和完

善。“重编族谱是为了方便寻根

的人来查询，也想让更多年轻人

知道历史的变迁。”

经过走访挖掘，社工掌握了

大量关于河村的文化历史素

材。整理成故事后，大家希望

有更多河村人讲好河村故事，

于是想到了设置导赏路线，组

建导赏队伍来传播的方法。社

区随即召集社区党委、文化学

者、党员、乡贤、志愿者召开集

思会，讨论规划文化传承服务，

根据路程远近、导赏点的特色，

最终围绕祠堂文化、村史发展、

传统元素三大要类，确定了2条

文化导赏路线。

导赏路线确定后，河村社区

积极挖掘培育了一支由本土长

者、青少年等15人组成的社区文

化导赏员队伍，促进实现居民骨

干从“参加者到服务者”的转变，

通过专业培训，导赏员实地考察，

查阅资料，在各自分工岗位上大

胆实践，现已多数能脱稿讲解。

导赏活动让社区居民更加了解河

村历史文化，也提升了导赏员的

自我认同感。

导赏队队长陈超红是一名

土生土长的河村人，也是一名党

员志愿者。她不仅一直协助文化

挖掘工作，还乐于参与服务。在

建设村史馆时，陈超红主动前来

询问建设进度，还捐出家里珍藏

多年的收音机、瓷碗等旧物作为

村史馆的展品，拍摄视频向更多

人介绍河村文化。

除了组建导赏队、绘制社区

资源地图等线下传播途径外，河

村社区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每

日一封面故事”，开展“我最喜爱

的河村故事”点赞活动、组织文化

微视频比赛等线上宣传。

参与者霞姨表示，在河村住

了20年，第一次这么认真了解河

村文化，主帅庙的故事十分吸引

她，通过活动开阔了眼界。

助失学青年圆“校园梦”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刘伟鹏通讯员谢夏瑜

走访挖掘河村文化历史

建队伍讲好河村故事

推动“善美里水”基层治理建设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通讯员罗淼

■河村社区导赏员向青少年介绍河村历史文化。

■社工和志愿者入户向居民了解河村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