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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社区故事
用情浇灌丰饶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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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手串、做发夹……在残疾人联合会的活动场所里，我们都会教
大家做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锻炼学员们动手能力的同时，也能促进
他们融入社会以及提高再就业水平，在这里每个人都能体会到被尊
重、被关爱的温暖。”刘旭说道。宛平城东关社区常住人口 5000多人，
其中流动人口 2000余人，患有残疾的人数更是多达 170多人，其他特
殊群体的占比也远高于其他同类型社区。2019年进入社区工作后，
刘旭主要负责计生、精防和慢病工作，在从事相关工作的一年时间里，
她认真走访每一户了解居民需求以及健康状况，当对方情绪低落时，
她用心倾听、耐心安抚，并建立走访手册。2021 年由于工作内容调
整，刘旭主要负责文教工作，但她对于之前开展工作所服务的群体也
一直记挂于心。近几年，她牵头陆续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
项目以及再就业赋能项目，弥补了在日常志愿服务中内容匹配度低的
问题。

离宛平街道宛平城东关社区委员会不远处坐落着一个名为“温馨
家园”的小屋，这便是宛平街道残疾人联合会的所在地。

轻轻推开门，两张不大的方形桌前坐满了正在做手工的残疾人学
员，这些学员多数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相关疾病，与想象中吵闹的课
堂氛围不同的是，大家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认真地制作着糖
葫芦玩偶。有人小心翼翼地涂抹胶水，有人认真地粘贴装饰物，而一
旁的箱子里，满满当当装着已经做好的糖葫芦玩偶。看到刘旭进来
了，大家都兴奋地拿起做好的“糖葫芦”朝她展示，刘旭也连忙快步走
上前，认真地看着每一个人手中的“糖葫芦”，还不时竖起大拇指，夸赞
道：“做得太棒了，你们可真厉害！”

“温馨家园”每天都安排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做手工、合唱、画画
……这里的每一件手工艺品，都会通过专门的义卖渠道走进大众。去
年，刘旭将学员们精心制作的成品带到了宛平吉市的公益摊位上。成
员们制作的成品检验合格后便可放入公益摊位中进行义卖，所得款项
一部分用于支持偏远地区困难儿童的发展，另一部分则投入残疾人联
合会后续的赋能课堂中，为残疾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里不仅是活
动场所，更是心灵的避风港。在这里，大家有了社交的空间，共同学习
成长，也能给予残疾人尊重与关爱，让他们在平等、包容的环境中，重
新找回自信，实现自我价值，感受生活的美好。”刘旭说道。

2023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旭在短视频平台刷
到一个关于大山里走出的女孩的经历，内心被深深
触动。她意识到，虽然时代在进步，但是很多偏远地
区女童的身心健康关注度仍然较低，并且由于消息
的闭塞、生理知识的难以启齿让很多的女童对于生
理卫生等敏感话题一无所知。如何将帮助偏远山区
女童健康成长与社区建设相融合，成为一个需要斟
酌的事情。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之而来的一次活动让刘旭察
觉到了契机。她发现，宛平街道残疾人联合会的成员
们也急需一些文化活动以及技能培训来丰富他们的生
活以及提升个人能力。经过刘旭的多方协商，宛平城
东关社区与宛平街道残疾人联合会开启了“再就业赋
能课堂”的培训，在培育过程中把赋能课堂与公益相结

合，让残疾人学习技能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个人
价值。于是，2023年 8月，宛平城东关社区的“花朵守护
计划”就此展开。

宛平街道与内蒙古赤峰统部镇形成手拉手结对，
第一场“花朵守护计划”活动定在了 2023年 8月中旬。
刘旭邀请了残疾人联合会的成员们以及社区工作者，
开展了首批发夹的制作。“‘花朵守护计划’致力于通过
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和归属感，带动
居民与社区一起做公益，并提升宛平地区‘职业康复成
员’再就业技能，辅助其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回馈。通过
公益项目内容的持续开展，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热心
公益的居民和群体加入，关注困境女童，守护花朵。作
为一名社区发声人，我要尽己所能将爱传播到辖区以
外更多的地方。”刘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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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刘旭将目光锁定到辖区范围内的青年群
体身上。她积极带头组织、各方奔走，终于一支名
为“青力量”的志愿者队伍成功组建。这支队伍中，
不仅有辖区企业青年，还巧妙地将亲子家庭融入其
中，让家长带着孩子一同参与志愿服务，既培养了
孩子们的社会责任感，又为社区服务注入了温暖的
家庭氛围。

在服务过程中，刘旭总是冲在最前面，细心安
排每位成员的任务。“青力量”志愿服务队伍与老
党员志愿者队伍相互依托，根据老人的需求和住
址，合理规划采购路线，确保药品和生活物资能够
及时、准确地送到老人手中。日常生活中，志愿者
们也会密切地关注辖区高龄和独居老人的生活起
居以及健康状况。刘旭还定期组织队伍成员交流
服务心得，不断优化服务流程，遇到行动不便的老
人，她会带头上门了解需求，耐心倾听他们的心
声。正是因为刘旭的不懈努力，“青力量”成为社

区老年人的坚实依靠，不仅解决了很多老年人的
生活难题，还为社区营造了互助友爱的良好氛
围。在刘旭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和亲子家
庭加入队伍当中来，现已有 100 多名志愿者，让社
区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不仅如此，刘旭还十分注重科普工作，主动肩
负起推动青少年科学素质发展的重任。她积极与
周边学校沟通协作，携手学校与家庭共同打造“家
校社”青少年成长阵地，让社区活动进校园成为现
实。科技手工课堂、疯狂实验室、探秘阿苏卫循环
经济园、非遗进校园、寒暑假亲子游……一场又一
场的活动不仅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科技的种子，也
赢得了家长们的高度认可与一致赞誉，拓宽了青少
年的成长路径。“在活动中，孩子们实践动手能力得
到大幅提升，探索精神与创新思维被充分激发，还
会积极主动展示自己的作品，每当看到这一幕，我
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刘旭骄傲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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