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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我们第一次去她
家。她有些害羞，躲在爸爸妈妈
身后，怯生生看着我，全程没说
几句话。”这是云龙镇社工朱朦
对小玉的初印象。

小玉的父亲朱树医老家在
安徽，2012年来到云龙。去年，夫
妻俩把9岁女儿从老家接到了宁
波，就读鄞州区云龙镇王笙舲小
学。一家人在宁波举目无亲，孩
子除了上学，经常一个人待在家
里。

因为对周边的生活环境不
熟悉，随迁儿童很容易出现“水
土不服”。有一次，小玉竟然红着
眼说，“我不想待在宁波了，我要
回老家”。这句话，让夫妻俩彻夜
难眠。

云龙是鄞州区的工业强镇，
全镇拥有1000多家企业，吸引
了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截至目
前，全镇人口7.9万，其中外来人
口约5.1万，其中14岁以下的随
迁儿童5700多人。

“这些随迁儿童普遍胆小内
向、不善言辞，存在融入困难、社
交狭隘的问题。”朱朦说，2022年
6月开始，他们陆续走访了云龙
镇18个村社的百余户随迁儿童，
去走近他们的生活。

从调查结果来看，外来人口
普遍对所在村社严重缺乏认同
感、参与感和归属感，随迁儿童
更是处于封闭状态。3岁—14岁
的学龄儿童正处于生理、心理发
展的重要时期，与城市户籍儿童
相比，他们的文化背景、经济水
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有着较
大落差，不利于其自尊、自信的
建立。从需求来看，80%受访随
迁儿童都想要融入“第二故乡”，
希望能多参加社区活动，了解当
地文化。

从“小候鸟”成长为“小管家”

“共富街的环境卫生，
应该拉入商铺共同维护！”
“这里的休闲娱乐设施太欠
缺了！”4月21日下午，在鄞
州区云龙镇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站，20余名小朋友围坐
在一起讨论城镇漫步街区
walk行动，这是他们今年以
来的第4场城镇小管家议事
会。他们是一群生活在云龙
镇的“城镇小管家”，他们自
信表达，专注记录，谁能想
到，这是一群刚来云龙不久
的随迁儿童？

一批批随迁儿童在这里
成长，从原先的“小候鸟”变
成“小管家”，从被服务者转
为主动参与者，每一天都在
上演“变形记”。

去年7月14日，云龙镇举办
“领云生活节”之夏季纳凉晚会，这
是领云共富商家联盟众筹的一场
晚会。陈小宇是当天纳凉晚会的小
主持人，他还献上了朗诵节目。台
下的妈妈全程录制视频，看着舞台
上的孩子，仿佛全身都在发光。谁
能想到，这个落落大方的小男生其
实是一名随迁儿童，他来自江西，
来云龙已有5年。在一场场活动
中，他收获了自信和力量，站上了
更大的舞台。

这两年，很多随迁儿童的身影
频频出现在云龙镇的志愿服务活
动中，他们参与基层治理，从原先
的“被服务者”成为“主动参与者”，
在第二故乡当上了“主人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
略研究院志愿服务研究室主任田

丰认为，“小管家”志愿服务项目具
有深远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从实
践价值来看，小居民作为“小管
家”，积极参与到社区的日常管理
和服务中，不仅增强了社区的凝聚
力和小居民的归属感，还通过实际
行动解决了社区面临的各种问题，
从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和社区的整体文明程度；从理论意
义上讲，该项目为探索和完善社会
主义基层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
经验和模式，展示了公民参与社会
治理的积极作用。该项目通过创新
志愿服务的形式和内容，拓宽了志
愿服务的领域，提高了志愿服务的
效率和覆盖面，为其他地区和社区
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李安琪 文/摄

小玉的改变是从去年夏天开
始的。从《水乡云龙 可爱的家乡》
到《朱镜我与冠英庄》再到《龙舟竞
渡非遗课》，在乡贤志愿者的课堂
上，“云龙”这两个字越来越立体。
慢慢地，小玉变得开朗了，还结交
了不少同龄的朋友。

2022年6月，云龙镇启动“我是
城镇小管家”——365随迁儿童融入
计划志愿服务项目，以365天为一
个主要培育周期，从文化相承、生活
相融、社会相守三方面着手培育，
带动本土志愿者赋能随迁儿童，实

现从“小候鸟”到“小管家”的转变。
首批“城镇小管家”招募了136名儿
童，其中随迁儿童103名，由乡贤志
愿者、龙舟志愿者和退役军人志愿
者等担任“城镇小管家”辅导员。

在“发现云龙之美”中，孩子们
用手中的画笔描绘云龙风景。这是
一次愉快的“发现之旅”，志愿者牵
着孩子们的手，走遍云龙的大街小
巷，邂逅香水莲花，品尝当地美味
小吃，找到了古色古香的文化礼
堂。他们一路走一路画，绘制云龙
城镇漫步地图。

空间微改造
解锁家门口幸福密码

4月20日一早，北仑区新碶街道
红梅社区的居民包阿姨便来到社区共
富工坊“开工”接单。许多像包阿姨一
样的退休老人、随迁奶奶、退役军人家
属等都在这里找到好去处。

红梅社区通过开展“社区画像”，
对辖区居民人口结构、需求特点等方
面进行全方位“摸底”，通过“投其所
好”设置功能空间、提供活动服务，直
击居民群众需求痛点，开办了这家共
富工坊。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提升新碶各
党群服务中心服务理念和能力，完善
丰富党群服务空间功能，26个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以“共建、共享、共创、共
治”为中心理念，通过党群阵地环境

“微改造”不断延伸服务的“前沿触
角”，着眼于解决事关百姓生活的小
事、琐事、身边事，不断丰富服务内涵，
擦亮基层治理底色，进一步提升党群
服务站的内生动力，让居民“走得进、
坐得下、还想来”。

福泉社区下辖21个小区，辖区内
外来人口众多，流动儿童也多。社区在
前期走访排摸流动儿童家庭的需求后
发现，他们对公共活动空间和公益教育
资源的需求很大，随即便对已有的图书
角“喜阅书吧”开展微改造，通过增加
舒适座椅、童趣元素、展示区、互动区
域、电子显示屏等进行环境提升，并举
办“泉心守护，亲子相伴”系列活动，组
织形式多样的公益课堂，如亲子绘本
共读、蓝叔叔读书会、音乐课堂等。

如果说福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
在利用好“自留地”，那芝兰社区和向
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则是在不断挖掘
资源“开荒地”。芝兰社区以居民需求
为导向，深耕“一老一小”服务场景，面
对明州花园小区老人与小孩文化娱乐
空间不足的实际需求，社区联合业委
会回收部分店面房、改造闲置房，盘活
闲置资源的同时面向小区居民进行众
筹，打造明州书苑儿童图书室、乒乓球
室，将实实在在的民生服务送进小区、
送入家门。向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盘
活了辖区惠金佳园5号楼一二层的闲
置空间，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和场地
条件，统筹辖区商家、卫生医疗、幼儿
托育资源，通过资源整合、功能融合、
力量协同，重新规划功能区域，引入中
医理疗、爱心理发等公益项目，促成了
内部各功能室落地。基层社会治理所
倡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在这两
个社区的微营造项目上有了生动的体
现。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王凯 文/摄

如何让随迁儿童“融入”第二故乡

随迁儿童
容易出现“水土不服”

““变形记变形记””！！看随迁儿童如何融入这座城

从“小候鸟”成长为“小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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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走进随迁儿童家里。

▲“小管家”开展议事会。

▲

“小管家”上了央视。

芝兰社区明州书苑开展亲子阅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