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功用 汛期中提前转移独居老人

民情图 用图标图表记录居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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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新鲜事
按“图”索骥 快准稳解决居民诉求

西罗园街道角门东里二社区制作民情图，大大提高社区办事效率

马瑾倩/文 王嘉宁/摄
（本版内容由丰台区融媒体中心、

西罗园街道办事处联合策划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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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祝军
身份：西罗园街道第二社区
新闻发声人、社区广播站站长

年龄：84岁

1988 年 社
区 成 立 我 就 搬
到了这里，参与
社 区 建 设 至
今 。 希 望 我 们
的 广 播 站 通 过
提供资讯、政策
宣传，可以一直
为 社 区 居 民 服
务下去。

“

”

民情图有了2.0 内容更丰富

84岁老人坚守社区电台13年
西罗园街道第二社区杨祝军和老年伙伴组建广播电台，为居民提供新闻资讯、政策宣传

闲不下来的“80后”

“阿姨，叔叔最近怎么样？”7 月 4 日
下午西罗园街道角门东里二社区，居委
会主任郭维拿着民情图敲开了一户特殊
的家庭。开门的阿姨年逾古稀，独自照
顾 瘫 痪 21 年 的 老 伴 和 从 小 残 疾 的 儿
子。一番问候之后，郭维开始了当天的
入户走访。

在角门东里二社区，这样的入户走访
是每周的必修课，郭维手上的民情图则是
社区干部们走访居民的必备“教材”。

所谓民情图，就是用表格和简单图
标将居民情况汇总在纸上，每栋居民楼
一张图。每张图的上方标注着楼号和
居民户数，中间大表格代表居民楼，里
面的小表格，一格就是一户人家。记

者发现，不同的小表格内标注着不同
的图标。

郭维解释，党徽代表家里有党员、
蓝色星星代表居民代表、房子代表出租
屋、小朋友代表家中有 6岁以下儿童，还
有代表志愿者、残疾人、高龄空巢老人、
低保人员等身份的图标。只要读懂图
标，就能读懂一户家庭的主要信息。

“民情图现在是我们人手一份的法
宝。”郭维说，自从有了民情图，社区工作
更有针对性了，办事效率也提高了许
多。比如今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又提
高了，只要对应民情图，就能把信息及时
传送至有退休人员家中，不仅准确，还能
减少社区干部不必要的工作量。

2016 年开始，区城指中心建设了
一套基层综合服务平台，提供给有基
础的少数几个社区使用，角门东里二
社区是其中之一。因为包含了民情图
的所有内容，又被角门东里二社区称
为“民情图 2.0”。

“这个系统比纸质版民情图更快，
内容也更丰富了。”社区工作人员说，

“民情图 2.0”不仅有民情图、社区概况、
民情总览、服务事项、楼房信息、家庭信
息、人员信息、综合查新、车辆信息等各
类信息，标注也比纸质民情图详细了近

3 倍。以老人住户为例，分成了慢病管
理、失独老人、空巢老人、无保障老人、
独居老人、失能失智等情况。

此外，社区党组织建设、便民事
项、台账管理等也在里面有详细分类，
用户只要通过系统自带的查询功能，
就能详细了解社区工作的方方面面。

相比纸质版民情图，“民情图 2.0”
还与社区微信公众号后台相连接，居
民在公众号内提建议，工作人员在系
统内便可收到，进而快速接收诉求、回
馈意见。

如此好用的“法宝”，源于几年前
的一次契机。2011 年，丰台区和西罗
园街道要求社区加强入户走访、密切
联系群众。

角门东里二社区共有 16栋居民楼、
1903 户居民，社区居委会平均每人负责
一栋楼，大的居民楼有 168 户。工作量
这么大，怎么办？角门东里二社区推陈
出新，率先做起了民情图。

民 情 图 的 内 容 是 通 过 居 委 会 干
部多次走访、居民到社区办事等多种
途 径 不 断 完 善 的 。 郭 维 以 她 中 午 刚
刚完成走访的那户阿姨家为例，阿姨
搬 入 小 区 时 ，通 过 残 疾 人 随 档 转 入 、
楼门长通知宣传等多种途径，在短时
间内完成了信息汇总，记录到民情图

当中。
此后社区通过民情图，有针对性地

为阿姨家中安装了残疾人照护工具，在
卫生间安装了残疾人专用扶手，还安装
了一键呼叫座机直接连接到社区值班
室，有紧急情况随时反映。

除 了 这 些 ，民 情 图 还 能 派 上 大
用 场。

角门东里二社区的角门路北侧有
一条旱河，上接凉水河支流，平时没水，
主要用来雨季泄洪排水。前几年北京
夏季暴雨，致使河道水位上涨、雨水溢
出。接到汛情的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民
情图迅速确认了存在险情的家庭，按照
标记找到独居老人家中，将老人转移到
河对岸的酒店。

作为广播站的“元老”，杨祝军 13
年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次播
音前都要至少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广播
站，检查设备、维护卫生，每一个细节都
不放过。“我们都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一
样，广播站的每一张桌子、每一盏台灯
都是大家一起攒起来的，《广播站守则》
也是我们一起制定的。”

另外，为了方便来访者能随时查阅
当天播报的内容，杨祝军要求大家像开
播第一天一样，随时保持有人监督的状

态，每次播报时都会在旁边做记录，“播
送主题、新闻内容、摘录自哪张报纸、播
音员是谁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在记录中
有所体现。”

13 年光阴，对老人来说尤其珍贵。
之前的 7 名成员，有 3 位因为身体原因
退出，所幸有新鲜血液加入，如今这个
播音团队固定为 5 人——84 岁的杨祝
军作为站长，负责管理广播站总体事
务；72 岁王文平是广播站男主播，女主
播则由 61岁的张秀英担任，同时她也负

责对外联络沟通工作；主编是 74岁莫正
升，负责在《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生
命时报》等媒体上挑选新闻；69 岁的宋
旭光负责播音材料的分类归档。

即便现在广播站的平均年龄已经
达到 72岁，但大家对于播音业务仍有着
很高的要求。在最新的工作报告总结
里，杨祝军写道：“希望社区能提供更多
播音工作方面的书籍，提高我们的播音
业务素质水平。”

一个社区16栋楼，1903户居民，如何快准稳解决
他们的诉求？角门东里二社区在实践中摸索到一个好
方法——制作民情图。哪家有老人、小孩，哪家房屋出
租了，哪家有特殊情况，只要一张民情图，就能了解一
栋楼的情况。

▲西罗园
街道第二社区
广播站内，站
长杨祝军和电
台其他志愿者
一起查看播报
信息。

◀杨祝军

记者：当初为什么推选您当广播站站长？
杨祝军：我退休之前是小学老师，可能大家觉

得老师在文字方面比较拿得来，但真正接触广播站
工作才发现，隔行如隔山。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对
得起大家对我的信任。

记者：除了广播站，业余还有什么活动？
杨祝军：我还是西罗园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事

实上，还在做老师时，我就在做校外辅导员的工
作。我们广播站与西罗园学校联络一直非常紧
密，学校红领巾广播站的孩子们也常来到我们社
区广播站交流。通过社区的喇叭，播送他们的学
习心得和敬老孝亲的故事等。每年暑期，我还会
组织孩子们参加各种文艺活动、手工课程，还有急
救知识讲座，例如急救四大技术：止血、包扎、骨折
固定、搬运。

记者：您好像很懂安全急救方面的知识。
杨祝军：我是中国第一批红十字志愿者，到现在已经有

50 年的时间了。1991 年退休后，我又被返聘了 6 年半，抓
100 多所中小学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宣传红十字助人为
乐的人道主义精神。1993 年我带头创立了第一所红十字
学校——宣外大街小学，那时候还获得过全国优秀红十字
志愿者称号。

时间回到 2007年，为了配合北京奥
运会宣传，西罗园街道第二社区决定成
立广播站，退休后在社区负责宣传工作
的杨祝军和 6 个伙伴接下了这项挑战，
杨祝军担任站长。

这个由7位老人组建的广播站，在建
站伊始就遇到了难题。杨祝军说：“刚开

始是下午2点播报，社区喇叭也多，二十多
个，有的还安在了人家窗户根儿底下。”正
开始午睡的居民被喇叭里的新闻叫醒了。

“你们念的什么啊？”未接受过专业
训练的老年“主播们”，像唠嗑一样把新
闻念出来，加上很多新闻没有筛选，引
来了一些居民的质疑。

为了让广播站尽早“上道”，杨祝军
向社区申请购买了专业书籍，学习如何
选稿；还邀请播音老师为“主播们”上
课；考虑到居民的午休习惯，她将播音
时间推迟一个小时；每次开播前，安排
播音员到小区喇叭底下听一听，人工检
测声音大小是否合适。

慢慢地她发现，下午唠嗑时有居民
开始讨论广播站播报的新闻，还有人夸
主播声音越来越有范儿。

经过多家媒体报道后，这个社区里
的广播站越来越出名，2013 年，中央广
播电台还邀请几位老人参加节目。“我
们参观了中央电台的台史展馆，他们也
是从我们这样的小喇叭做起，变成了现
在的国家电台。”杨祝军认为，社区广播
站虽小，但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现在广播站固定每周四下午 3点播

报，内容也从最初的 4 个增加到 8 个，包
括时政要闻、社区动态、综合快车、健康
养生、法治班车、两岸一家亲等。

为了合理安排栏目，杨祝军向居民
征求意见，大家普遍表示，对养老保健方
面最感兴趣。“我们的听众基本是老年
人。”杨祝军解释，广播站播报时，年轻人
多在上班，老人们在树下闲聊正好能听

到。所以 8 个栏目中，只有健康养生每
次都播，怎么吃药、怎么祛除老人味儿、
怎么防火防盗、怎么科学带孩子等等，邻
居伙伴儿常聊什么，广播站就播什么。

另外，广播站会根据当下热点增加
动态新闻或播放频次。“像前段时间比
较受关注的扫黑除恶，最近的垃圾分类
等，我们都会播报。”杨祝军说，逢年过
节还会增加播报频次，增添节日祝福和
安全提醒，大年三十社区领导还会通过
广播站给居民送祝福。

广播站位于社区 9 号楼地下室，入
口处悬挂着一张承载岁月锈迹的铜牌

“社区之声”。
虽然在地下，但杨祝军对如今环境

很满意。“多亏了社区的帮忙。”她说，广
播站刚成立那会儿，冬天用“小太阳”取
暖，夏天靠小风扇吹凉，“尤其下雨最难
熬。”当时地下室没有防雨防漏保护，每
次下大雨，街面的雨水就顺着墙缝淌下

来，不一会儿屋内积水就会漫过小腿
肚。“我们叫上街坊四邻一起往外淘。”
说起当时“救水”情景，杨祝军忍不住笑
出声。

后来，社区为广播站装了空调，做
了防水措施，还帮忙制作墙上的宣传展
板、为广播站常年订阅各大主流报纸、
提供新闻播报方面的专业书籍等等。

为了少给社区“添麻烦”，播报站的

成员们也花了不少心思。就拿用纸来
说，本来是播报站的一笔大开销——每
次播报要做记录、剪报要整理成册、广
播站考核表、例会记录……记者发现，
每一本栏目册纸张都是粉红色，已经播
报过的新闻剪报整齐地贴在上面，反过
来一看是《致居民的一封信》。杨祝军
说，这是大家把社区的废纸拿来，利用
空白的一面做成册子、本子，如今广播
站里的三个立柜装满了这些年播报的
剪报和各项记录，基本都是利用废旧材
料制成的。

“居民朋友们下午好，西罗园第二社区开始播报。”7月4日下午3点，占地面积0.17
平方公里的小区内，12只喇叭同时响起。这是西罗园街道第二社区每周四定时与居
民相约的“社区之声”广播电台，从2007年第一次播报到现在，这一熟悉的开场白已经
陪伴了居民13年，84岁的杨祝军和她的电台伙伴们也在背后默默坚守13年了。

风雨13年 居民从质疑到夸赞

跟进热点 适时调整内容频次

社区支持 地下室成温馨小站

13年如一日 认真对待每次播报

▲7月4日，
角 门 东 里 二 社
区居委会主任郭
维走访社区家庭
了 解 居 民 生 活
近况。

▶郭维和社
区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