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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吴帮邻工作坊”的志愿服务
故事，在社区中传为佳话，2023年，
更是受到央媒的关注，吸引了两位

“身怀绝技”的志愿者闻讯而来。因
此，“老吴帮邻工作坊”的服务范围也
进一步扩展，甚至承担起了社区居民
矛盾调解的工作，“修理铺”也成为了
化解矛盾忧愁的“解忧铺”。

58岁的胡海平在附近一家酒店
工作，每天一有空，他便会来到工坊
找这几位“大老哥”倾诉烦心事。这
让他决定，过两年退休之后，要加入

“老吴帮邻工作坊”做志愿者，为此，
成员们还发挥“传帮带”作用，向他传
授一些修理技能，平时有空，他也会
搭把手。

如今，“老吴帮邻工作坊”已经成
为社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单
打独斗到团队协作，从“修物”到“修
心”，“老吴帮邻工作坊”实现了“青蓝
接力”。

“从被服务者，到成为服务者，在
社区治理过程中，这些‘全能祖辈’通
过参与社区服务证明，年龄并非志愿
服务的障碍，反而是经验和智慧的积
累，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为社区服务。”
潜龙社区党委书记水洪表示，接下
来，社区也会继续助力爱心修理铺拓
展更多的志愿服务内容，提升居民的
幸福感。

记者 马佳威
通讯员 倪馨怡 俞之鹤 文/摄

回顾一个假期的成长营，海璟园
社区的托管服务蕴藏着更深的温度。
去年，社区打造了鄞州区首条新就业
群体友好街区，联合辖区商家为新就
业群体提供福利。在宁波晚报社区联
盟发起暖“新”寒假托管服务活动后，
海璟园社区便马上加入。

社区针对快递、网约车等新业态
从业者子女设计了“职业启蒙课”，让
孩子们通过模拟物流分拣、交通安全
情景剧，读懂父母奔波的意义。7岁的
航航在一次活动中参观完社区中一个
较大的快递分拣点后，把“最想体验的

职业”从美食品鉴员改成了“能帮爸爸
搬货的机器人工程师”。

课程的收官日，在社区准备的寒
假愿望卡上，孩子们也都写下了期待：

“想学怎么给流浪猫咪治病”“想去考
古挖恐龙”“想让爸爸边送货边能吹空
调”……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社区将
在暑期的“璟宝”夏令营和“职业万花
筒”计划中帮孩子们实现，社区也将联
合街道工厂企业、辖区医院、文创园等
共建单位，筹备各类职业、各类形式的
体验课。 记者 王悦宁

通讯员 章媛 余捷 文/摄

暖“新”托管收官！
2月 13日下午，鄞州潘火街道海璟园社区的共享厨房里飘出阵

阵香甜。这里的社区寒托班“璟宝”成长营迎来最后一课，10余名“小

厨神”踮着脚揉面团、捏造型，将亲手制作的点心装进餐盒，这也是他

们送给自己的开学礼物。从心理课堂到研学探索，从美食工坊到职业

启蒙，这场持续了整个假期的“暖新成长之旅”，让外卖、快递小哥等

新就业群体的孩子在欢笑中找到了“第二个家”。

从“修物”到“修心”
这个社区爱心修理铺志愿服务升级

2月13日一大早，居民王女士推开了鄞州区百丈街道潜龙社
区“老吴帮邻工作坊”的大门，带来了需要缝补的衣物。原来，就
在前几天，工作坊新增了一项便民志愿服务——免费缝补衣物。

据了解，该工作坊成立于 2012 年，由 5 位热心退休老人组
成，专为周边居民提供免费的“小修小补”服务，被大家称为“全
能祖辈志愿团”。

以往，爱心修理铺主要提供各
类家电维修等服务，深受居民好
评。随着社区发展，居民们需求多
样化，尤其是老人，面对衣服破损，
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修补，于是，“老
吴帮邻工作坊”决定“添新枝”，工
作坊成员叶永康特意将家中的缝
纫机搬进工作坊，无偿为居民缝补
衣物。

据工作坊负责人吴苗旺介绍，每
天不仅有来自社区的居民，还有许多
其他地方的人慕名而来，请求修补老
物件。2023年7月，家住东钱湖的
一名男子，带着一台老式的电风扇走
进工作坊。这台电风扇是上世纪七

十年代他父亲组装的。父亲去世后，
他经常睹物思人，某日突发奇想，希
望能修复这个电风扇。他四处打听，
得知了“老吴帮邻工作坊”，便立刻前
来寻求帮助。

像他这样慕名而来的人有很多，
有个奉化的男子专程送来一把伞请
求维修，那是他与妻子的定情信物；
关爱小区的一位老人，拎着一台电风
扇来修理，那是他结婚时购买的，也
是妻子最钟爱的物件……

在一次次志愿服务中，吴苗旺和
他的团队不仅让老物件焕发新生，而
且在助人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晚
年生活，实现了老有所为。

各地居民慕名而来

“修理铺”变“解忧铺”

“全能祖辈志愿团”成员。

为新就业群体“官方带娃”

去年12月中旬，由宁波市委社会
工作部指导，宁波晚报社区联盟、宁波
市志愿服务基金会联合发起暖“新”系
列活动之寒假托管服务，号召全市各
区（县、市）社区联盟行动起来，为新就
业群体“官方带娃”。

如今，寒假已经结束，各个社区的
暖“新”托管班也迎来了最后一课。“很
暖心，让孩子们有了好去处。”“这么有
意义的活动希望暑假可以继续。”孩子
和家长都对暖“新”托管班有着很高的
评价。

“爸爸送外卖的时候，我就在这儿
学做包子！”在海璟园社区的共享厨房，
8岁的轩轩举起沾满面粉的手，展示着
自己刚捏出来的包子。轩轩的父亲是
外卖骑手，母亲在附近超市工作，这个
寒假，几乎每个课程安排日，轩轩都会
准时来托管班报到。从最初连面团都
揉不圆，到如今已能独立完成醒发、塑
形。“我已经来参加四次了，张妈妈说，

会做饭的人走到哪里都能照顾好自
己。”轩轩偷偷告诉身边的志愿者。

轩轩口中的张妈妈是社区共享合
伙人张月平，她凭着出色的手艺成为
社区志愿队伍中的红人。经过一个寒
假的陪伴，张月平也成了孩子们口中
的张妈妈。虽然不是每天有空，但只要
排课的日子，她的课堂总是最受孩子
们欢迎的。

和轩轩一起学习的还有9岁的曦
曦。小姑娘有模有样得将事先准备好
的一枚硬币和馅料一起裹进包子里，
曦曦也准备将这个“惊喜包”带回去送
给爸爸：“爸爸每天都在送快递，元宵
节还在送，我要把自己做的留给他。”
这些承载着童心的点心，将在次日清
晨成为孩子们的“成长早餐”，这也是
他们的新学期第一餐。张月平感慨：

“看着他们从一直喊老师到能独立完
成，现在连收拾台面都争着干活，孩子
们的成长其实很快。”

孩子们在学做包子孩子们在学做包子。。

设计了“职业启蒙课”

他们在共享厨房里有了成长与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