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3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三 文  明 责任编辑：窦立敏 邢艳霞  美编：张静  校对：李月

在丰台区有这样一支队伍，从疏导市容市貌，到提供各项

便民志愿服务，再到多姿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见证了

社区环境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市民文明意识的

加强，居民群众娱乐休闲方式的丰富，基层治理及志愿工作

的不断成熟完善。永善新时代劝导队成立于2007年，以党员

为骨干，包含20个组别、数百名队员，服务千余次，受益群众

达万余人次。

永善新时代劝导队作为丰台劝导队的发祥地，随着时代

发展而不断完善队伍的组织架构与服务规划，形成了一支有组

织、有方案、有条件、有守则、有登记、有协议、有制度、有理念、

有主题、有口号、有工作室、有日志、有档案留存、有品牌活动、

有奖励机制、有发展规划、有专家指导、有辖区单位协作及上级

支持的“十八有”志愿服务队伍，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

式与劝导机制，带领丰台区其他社区劝导队，不断深入发展，做

好为民服务。

永善新时代劝导队担起了“公平秤”的角色，免费提供法

律援助和纠纷调解。刘爱玲为居民解决家门口的难事和烦心

事，使居民有地诉说有地解决，被居民称为“调解状元”。刘爱

玲说：“在劝导调解的路上，我至今已干了21年，参加各类纠纷

的调解累计1300余件，接待当事人来电来访达上百人次。劝导

调解工作，需要法、理、情综合去解决分析矛盾，最重要的还是

要用‘心’去做劝导调解工作，打开双方的心结，在老百姓遇到

困惑的时候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这才是老百姓最需要的。为百

姓解决家门口的难事、烦心事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靳阿姨的邻居是多残家庭，母亲和孩子都是残疾人，家中

也缺少人照顾。靳阿姨每日总是会多做出两人份的菜，去看望

他们，平时邻居家中一些就医买药、领取政策福利等家中的大

事小事，也会主动帮忙，十几年如一日。还有更多的劝导队员在

做上门慰问、理发帮扶、便民服务、邻里关怀等各种对残疾家

庭、贫困家庭、空巢老人等困难弱势群体的帮扶，让永善社区居

民感受到了温暖。

劝导队还在未诉先行和社区共治中发挥作用，拓展和更

新劝导队的工作理念和方法，推进劝导队品牌建设。

在丰台区北宫镇大灰厂社区，有这样一支队伍，为民所盼、

解民所忧，他们奔走在大灰厂社区的每一家每一户，辛勤的汗

水铺满了服务居民的道路。2017年，居民自发成立了“解忧服务

队”。服务队本着为社区居民提供志愿服务、解决邻里难题的

宗旨，不断前行。

空巢老人的情感寄托

解忧服务队首先把孤寡老人、空巢老人作为工作的重点。

王大爷是一位空巢老人，经常一个人看着窗户外面，独自神伤。了

解到大爷的情况之后，大家觉得心理的陪伴更加的重要，于是就

定期到大爷家打扫卫生、陪伴并开展一些服务活动。在一次离开

大爷家时，他把大家叫住，说：“谢谢你们，有了你们我就有了活

下去的盼头。”心酸的眼泪顿时从成员的眼角流了出来。

居民的“及时雨”

通过一次次帮扶活动，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了解到解忧

服务队，越来越多的居民要加入到服务队中。为了满足辖区居

民多层次需求，服务队分成了不同的“解忧小组”，力争第一时

间解决居民邻里的困难。服务队组织志愿者主动为辖区居民群

众提供就业再就业、社会救助和福利、医疗卫生、群众维权、计

生、治安管理等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服务，社区居民逐步实现

小事不出门、方便在社区。越来越多的居民把服务队当作了他

们的“及时雨”“百宝箱”。

守护安全的“看门人”

为了确保社区的安全和秩序，解忧小组在辖区内定期进

行巡防，开展治安宣传、进行防范提示。大大增强了群众的安

全感、减少了案件的发生，有力维护小区的文明、安全、稳定。为

了维护社区的秩序，志愿者们还对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不文

明行为进行劝导和纠正，确保社区交通顺畅和公共场所的秩序

良好。

“解忧服务队”的宗旨就是解民所忧虑，通过参与志愿服

务，不仅帮助了他人，也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和发展。同时，

还成为了邻里间沟通交流和建立信任的桥梁，促进了和谐社区

的建设和发展。

五年前，三位社区居民发现社区中高龄独居

老年人和残疾人需要更多的关爱，他们便利用自

己的时间为这些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每每

看到老人殷切期盼的目光，他们都觉得自己责任

在肩，每每看到老人感激的神情，他们都觉得自

己心满意足。通过走访入户，他们发现了很多老

年人和残疾人的需求，便萌生了成立帮扶队的念

头。在街道工委和社区党支部的大力支持下，和

谐夕阳爱老帮扶队诞生了。

从3人到30人

起初帮扶队只有3个人，2名党员、1名群众，

他们奔走在老人和残疾人家中，进行了很多志

愿服务，有人开始打听：“我们能不能加入进来

啊？”之后越来越多的邻里加入到志愿服务中

来。现在帮扶队核心成员30人，更是覆盖了200多

名居民志愿者。每一名志愿者的行动，感染着越

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到帮扶中。

从受助者到志愿者

更让人感动的是，现在很多的志愿者都是

最初的被帮扶者，肢体残障人士王女士，是最初

被帮扶的对象，在被帮扶了一年多后，她主动说：

“你们的精神感动了我，我也要体现自己的价值，

我报名加入服务队！”这么多年，只要有需要，王

女士就主动参加志愿服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贡献自己的力量，王女士是众多“从受助者到志

愿者”的一员，这样的精神也感召着大家不断努

力，不断前行。

帮扶活动体系化

帮扶队不断地根据居民的需求调整服务内

容，不断拓宽服务内容。由最初的单一帮扶发展到

了现在的入户探望、治安巡逻、垃圾分类、抗击疫

情、环境卫生整治、读书活动、篆刻书画活动、老

人集体活动“八位一体”的活动体系，丰富多元的

活动也让邻里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和谐。

美德代代传承

有一次举办老年人集体活动时，由于准备的

物资繁重，帮扶队成员们的子女都来帮助一起筹

备。很多帮扶队成员的子女也都加入到了帮扶队中

来，这样的助人美德，正在帮扶队代代传承。

他们是社区里一群平凡而又热心肠的人。他

们将继续努力，把爱心传遍社区的每一个角落，让

志愿服务精神在身边传递。

新时代劝导队：受益群众达万余人次

解忧志愿服务队：由居民自发成立

和
谐
夕
阳
爱
老
帮
扶
队
：
从
３
人
到
30
人

首个社区社会组织共建平台正式启动
丰台区召开“多元共建、合作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交流大会

本报讯（记者 曹言湖 实习记者 王一彤 通

讯员 汪鲁兵）近日，丰台区“多元共建、合作发

展”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交流大会暨社区社会

组织共建平台发布会召开，丰台区首个社区社

会组织共建平台正式启动。

据了解，平台建立后，社会组织将充分发

挥其作用。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

力量，与社区社会组织一起扎根基层、赋能社

区，着力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坚

持党建引领，形成属地街镇党（工）委、社会组

织、社区社会组织三方联动党建工作机制，构

建以区级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基地为中心，以社

区社会组织动态管理、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

联动、社区社会组织资源对接为体系的“1+3”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新模式，初步形成

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新格局。

会上，丰台区民政局表彰了67家丰台区示

范品牌社区社会组织和7名社区社会组织领军

人物，鼓励他们立足基层、服务基层、锻炼本

领、服务大局。“我们非常开心能够为群众的生

活带来便利，这也是我们价值的体现。”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东庄社区“指南针志愿服务队”李

阿姨说。

在这些社会组织中，有为居民实实在在

服务，弘扬正能量和大爱的和义街道西三社区

“和谐夕阳爱老助残帮扶队”；有为居民提供

就业、医疗、维权等多样服务的北宫镇大灰厂

社区“解忧服务志愿队”；有在社区建起矛盾调

解室，用法、理、情、更用心为居民与居民之间、

居民与物业之间搭起解决矛盾桥梁的丰台街

道永善社区“新时代劝导队”。“在社区我们未

诉先行、接诉即办，既有助老、助幼、助残家庭

的帮扶计划，又为空巢老人理发、送医买药，精

心照顾残疾儿童。在永善社区大事小情总有人

问、总有人管，在这里生活我们都感到十分幸

福。”丰台街道永善社区“新时代劝导队”副队

长刘爱玲说。

“我们邀请了首都经贸大学的专家，围

绕社区社会组织的活跃度、持续性、创新性

等方面为100个社区社会组织量身打造发展

提升计划，不断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在投身社

会治理中发挥组织力量，锻炼组织服务能

力，促进组织成长。”丰台区民政局社会组

织科负责人说。丰台区民政局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成立社区社会组织品牌优化团

队，指导社区社会组织“内强素质、外塑形

象”，积极投身基层社会治理，深耕小社区，

做好“大文章”。此外，2023年还引入了北京

盈科律师事务所、北京慧养科技大健康服务

平台等10余家支持单位，为社区社会组织链

接了法律咨询、健康检测、便民服务等服务

资源，更好地丰富“多元共建”内涵，落实供

需服务长效机制。

丰台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丰台区于

2023年新增社区社会组织766个，全区社区社

会组织总量达到5967个，成立登记社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11家，它们将成为丰台区打造“韧

性城市空间治理体系”的一个个新细胞，多元

共建，合作发展，推动丰台升级、跃迁、蜕变，为

丰台区高质量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