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旁观者”变“参与者”从“陌邻”到“睦邻”

他们玩转 邻—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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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

前两天，鄞州区潘火街道香园社
区门口人潮涌动，现场舞台表演、集市
摊位、传统非遗、文明实践志愿礼遇等
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了许多居民打
卡。这是香园社区举办的第二届邻里
文化晚会现场，让居民认识一群“了不
起的邻居”，还推出了香园的志愿服务
专属礼。

近年来，香园社区打造“香邻”品
牌，探索“邻—团—社”治理模式，通过
“以邻聚邻，以团带团，以社促社”，推
动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
格局，让居民从“旁观者”变“参与者”
从“陌邻”到“睦邻”。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训练营，
磨炼孩子们的意志，让孩子们迅速
成长，更好地去面对未来生活中的
困难。”今年8月底，由香园社区开
展的乐跑少年军校训练营在香园社
区三楼顺利收官，来自“少年军校”
训练营的负责人李丽娟对孩子们的
表现大为赞赏。

其实，这个人气颇高的训练营
已经是第三年举办了。从2022年
开始，香园乐跑团每年暑期都会面
向辖区居民开放报名，名额在短时
间内就被一抢而空。训练营主要是
为了帮助社区有需要的双职工家庭
解决孩子无人照看的难题，同时帮
助孩子们提升自我、完善自我、促进
全面发展。

如果说香园乐跑团像一根绳，
拉近了居民之间的距离，那么“光影
心播客”就像一束光，照亮了视障人

士的生活。
“我曾看到，这世间纵使有再多

的绚烂，于你，却是一望无际的黑……”
今年5月10号，香园社区“光影心
播客”负责人朱莹正带着特殊群
体“看”微电影《独白信》，听着电
影里那些熟悉的故事，大家都被
触动了。

带盲人“看”电影这件事，朱莹
已经做了14年。14年来，她一直
在琢磨如何更好地服务这些视障群
体。在她的努力下，有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光影心播客”。去年3月，
无障碍观影厅在宁波影都培罗成店
正式落地，这也意味着今后鄞州区
的视障人员可以定期到电影院“看”
电影。从一个人到带动了一群人，
朱莹从带他们“看”电影到走进他们
的内心，希望这个特殊群体能被越
来越多的人看见。

香园乐跑团和“光影心播客”是
香园社区的两支网红团队。其实，
这样的社会组织在香园有很多。如
音溯工作室，多次开展“家门口”音
乐会，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风华正茂”青少年工作室，关注辖
区内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大家一起来，在这里自在，在
这里开怀……”春日午后，鄞州公园
歌声嘹亮、热闹非凡，一支近50名
的“红马甲”队伍一路高歌穿越整个
鄞州公园，引得市民们纷纷驻足观
看，还有的市民拿出手机拍起了
照。原来是音溯工作室联合社工和
志愿者们共同打卡“为‘爱’行走

‘益’路有你”City Walk志愿行活
动。现场，志愿者们边行走边向市
民分发文明宁波起范儿卡，并呼吁
市民加入志愿行队伍。随后，许多
市民加入了志愿行行列，也让更多
市民关注到了如今社区打造的志愿

项目，志愿服务氛围愈演愈烈。
除了开展乐跑少年军校训练

营，香园乐跑团还做了许多有意义
的事，如开展“拾荒跑”“友邻义
剪”、捐冬衣活动等。其中捐冬衣
活动也已经连续开展3年，3年来
累计捐赠 2 万余件冬衣，发动了
3000多人次以及爱心单位参与这
场爱心接力，甚至还带动了长期生
活在国外的居民以及周边小区居
民伸出援手。

如今，香园社区有注册志愿者
1635人，占总人口数的23%，其中
五星志愿者就有54人，拥有志愿服
务团队21支，如友邻义剪志愿服务
队、文明养犬倡导队、有礼少年志愿
服务队等。同时，社区联动商圈、共
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等“朋友圈”
资源，为志愿者定制了一份专属的
礼遇清单，通过志愿积分兑换兴趣
课程或生活服务。

“我们社区这个‘百宝箱’很方
便，要用到的工具，基本上这里都
有。”荣安香园一期居民徐丽口中的

“百宝箱”位于香园社区居民会客厅
的“共享工具间”。不足10平方米的
空间，却“五脏俱全”，除了有电锯、电
钻、切割机等20余种生活用具，还有
电子血压计、血糖仪、口罩等医务用
品。这些共享物品除了一部分由社
区及物业提供，大多数来自居民捐
赠。在这里，居民不光能借到称心
的工具，还能预约维修师傅。

而香园社区的改造带给居民
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还远不止这
些。如今，香园社区通过“邻-团-
社”治理模式，将香园社区居委会
分为三个阵地，分别是一楼邻空
间，二楼团空间，三楼社空间，为不
同需求的居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参与社区治理的平台。

走进社区的“邻里展”空间，一
眼就能看到一群“了不起的邻居”，
这是香园社区正在打造的特色项
目。此项目通过挖掘社区的能人、
达人，让他们发挥特长，共同参与社
区治理。冯香云是鄞州区虎头鞋项
目非遗传承人，她擅长制作虎头鞋、
香包、五彩绳等传统手工作品。

今年端午节，冯香云在社区开

设了一个手作摊位，吸引了许多居
民来“围观”。“看到大家这么想学
传统手艺，我也很乐意教，社区有
需要的话，我会一直来，希望能把
这项传统手艺传承下去。”让冯香
云没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都对老
底子手艺感兴趣。

生命教育课程、普法教育、心
理启蒙、科普课程，甚至还有为期
一周的“少年军校”训练营……今
年暑期期间，香园社区推出的“四
色”暑期课程一下子火了。“四色”
暑期课程分粉、白、蓝、绿四色，其
中粉色为暑期托管班，白色是“家
门口青少年宫”，蓝色是暑期科普
课程及共享自习室，绿色是“少年
军校”训练营。

这些课程大多以公益或低偿
形式开展。比如暑期科普课程，面
向辖区居民免费开课，想上课的居
民只要在微信群接龙即可。授课
老师有的是来自高校的大学生志
愿者，有的来自辖区的社会组织。

这只是香园社区志愿力量参
与基层治理的一个缩影，他们在探
索中“一路生花”，多元主体参与的
全龄友好型社区的模样已经越来
越清晰。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章媛 胡祎妮 文/摄

众所周知，社群活跃度是衡量
一个社群持续健康发展的标志之
一，社群的可持续活跃又是社会治
理实践中的难点。香园社区引导居
民从“旁观者”变“参与者”，从“陌
邻”到“睦邻”的探索颇具成效，“以
邻聚邻，以团带团，以社促社”的经
验值得肯定。

在社区治理中，志愿者必须建立
“孵化”意识，即用自己的行动感动围
观者，用自己的坚守感染围观者，主

动向围观者伸出热情相邀的双手。
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
理的格局，必须发挥带头人的核心作
用，在带头人周围凝聚起一大批热心
人，让热心人带动更多的人。碎片化
的信息和个人都是没有战斗力的，只
有把散在的信息和分散的个人组织
起来，才能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
局面。从“陌邻”到“睦邻”无疑是自
愿者热能的辐射与传递，毫无疑问也
一定是热能的升温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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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区有两个“王牌”团队

一个社区注册志愿者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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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元主体助力全龄友好型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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