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年轻志愿者越来越多，社区开始发生一些质的转变。
“现在社区的重点关爱人群，家里都免费安装了智能家居设

备。”来到社区办公室时，黄丽娜告诉我们，“这里有个一键报警
装置，正要给独居的汪奶奶加装，我们一起去吧。”

跟着黄丽娜和另一位社工樊喻倩，我们来到湖墅新村31幢87
岁的汪奶奶家中。樊喻倩拿着一键报警装置，俯身为汪奶奶耐心地
讲解：“这个给您装在床头，有什么事情就摁这个红点，我们就会收
到信息。”“好！好！”看着汪奶奶不住地点头，黄丽娜放心多了。

黄丽娜告诉我们，安装智能家居设备，提议者是 40 多岁的
居民李斌，他既是亲子志愿者队的一员，也是社区专为重点关爱
人群服务的“居民宝”爱心团队的成员。

“几个月前，我们刚好聊起金晓宇和他快 90 岁的父亲金性
勇。”黄丽娜回忆，李斌就提议可以尝试用当下流行的智能家居
设备对重点人群进行智慧关爱。“这让我眼前一亮。社区里的独
居老人、生活困难群众总共有20户，是我们的重点关爱人群，他
们都能从中受益。”

说干就干，经社区多方对接，金性勇家安装了一台智慧健康
宝，他在家自行测血压、心率时，相关数据就会立马传输到社工
和第三方养老机构驻点人员的手机端。

助力智慧关爱的并非只有智慧健康宝，社区重点关爱人群
家中或是配备了人体活动监测器，或是安装了门窗开关感应器
等，一旦长时间没有监测到相关信息，社区便会自动收到预警。

年轻的志愿力量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提出好的建议，为社区
注入了新的活力。类似的故事经常在社区上演。

“走访完重点关爱人群，他们的需求我们是否可以直接在拱墅
区湖墅街道的‘湖数通’数字治理平台上发布？”有一次，双荡弄社区
党建联盟单位中青年党员施应红向黄丽娜建议，通过“湖数通”发布
需求，志愿者看到后就能直接认领，可以免去社区沟通协调的过程。

“我们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黄丽娜说，试用一段时间后效果
不错，社区还准备把随时发布日常需求的功能，从重点关爱人群扩
展至所有居民。届时，谁家有啥急事都可以在“湖数通”上及时发布。

目前，“湖数通”平台即将更新至 3.0 版，“越用越顺手。”黄
丽娜语气轻快地说，双荡弄社区志愿者每一次提出“金点子”并
被采纳、付诸实践，都助推社区治理前进一步。“每一次前进的步
子可能不大，但都很珍贵，能积少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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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都很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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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力量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杭州双荡弄社区中青少年志愿者比例近60%

老旧社区活出年轻态
本报记者 李 睿 共享联盟湖墅微融站 叶 佳

杭州拱墅，大运河畔，车水马龙的湖墅
南路和莫干山路之间，双荡弄社区因横穿
的一条双荡弄而得名。

走进 0.9 平方公里的双荡弄社区，新
加装的电梯、单元楼门前的微景观小花
园、充满童趣的垃圾屋⋯⋯“旧改”痕迹
烙在社区的角角落落，散发出温馨的城

市烟火气；它又很特别。和很多老社区
里常见一群头发花白的“红马甲”不同，
双荡弄社区的志愿者，中青少年比例接
近 60%。

一个老旧社区，何以调动年轻的力量
参与社区治理？日前，我们走进双荡弄社
区当志愿者，从中寻找答案。

炎炎夏日的傍晚，我们来到双荡弄社
区，一眼就看到身穿红马甲的少年李昱喆
和他的妈妈李晓。他们正手持小喇叭播放
平安提醒，一边走一边左右观察。在逼近
40℃的高温中，两人满头大汗。我们穿上
红马甲，加入母子俩的巡逻小队。

巡完湖墅新村，我们来到湖墅南路。“主
要是要看看沿街商铺有没有电动车不按规
定停放或是私拉电线充电。”李晓正说着，李
昱喆突然加快脚步走进其中一家店铺。

原来，女店主从店里接出一个插线板，
正在为电动车充电。只见李昱喆行了一个
少先队队礼，然后对店主说：“阿姨，电动车
这样充电有危险，麻烦移到社区指定的区
域哦。”“好的好的。”这位女店主有点难为
情，马上拔掉了充电器。

“有时候孩子说话比大人管用，附近的居
民们都熟悉我们了。”李晓说，一些不太文明的
行为，大人去提醒对方不一定听，甚至会嫌志
愿者多管闲事，“但小孩喊一声叔叔阿姨再提
醒，对方往往有些不好意思，立即就改正了。”

这道“小手拉大手”参与平安巡逻的风
景，两年多来每天都会在社区里上演。“每
晚 6 点到 8 点，五六十户家庭接力巡逻。”
李晓告诉记者，一般每周会轮到一次。

双荡弄社区老年人不少，6500余名常
住人口中，有 1300 余名老年人，此外还有
近 30%的流动人口。社区志愿力量不够
年轻的问题，也曾困扰着双荡弄，在 2020
年初疫情大考和紧随其后的社区旧改中，
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我们社区周边学校比较多，很多家长
带着孩子住在这里。”彼时，是黄丽娜任双荡
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的第一年，社
区事务庞杂，人手紧缺。如何发动年轻人参
与治理，成了萦绕在她心头的难题。黄丽娜

在思考中代入了自己：“我也是一名母亲，要
怎么样我才愿意走出家门参与志愿服务？”

“天下没有一位家长不希望孩子好，抓
住孩子这根‘线头’，就能牵出背后的整个
家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黄丽娜在社区
居民群内发出了一则“墅小红”亲子志愿者
队的招募通知，邀请亲子家庭一起承担社
区每天晚上的平安巡逻工作。很快，就有
9户家庭报名。

“这和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理念不谋而
合。”张险峰家庭就是9户报名的家庭之一，
他希望“从小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让他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打那以后，每到周
日傍晚，他和妻子便会带着儿子张昱晨一
起参与志愿巡逻。“一般每次半小时或一小
时，我们尽量将社区的大小路都巡一遍。”

“有一天，学校德育校长在晨会上当着
全校师生的面，点名表扬我家孩子在社区
做志愿者。”张险峰说，这份表扬，对于向来
在学校不算突出的张昱晨来说，是莫大的
鼓舞，分外珍贵。

不只是张昱晨，双荡弄社区“墅小红”
亲子志愿者队所有的孩子都在各自的学校
受到了表扬，“这是我们感谢大家付出的一
种方式。”黄丽娜说。

不光参与日常巡逻，家长们还被邀请
到专为社区居民议事的“荡荡儿圆桌会”，
分享在生活中发现的问题，为社区的治理
难点建言献策。

两年多来，参与平安巡逻的家庭数从
最初的 9 户增长至 62 户。目前，双荡弄社
区共有“墅小红”志愿者 592 人，其中亲子
家庭 62 户 200 余人，社区及共建单位的其
他中青少年148人。

“除了搬家离开，这支队伍只有加入没
有退出。”黄丽娜颇为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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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加入志愿者吗？我很有力气
的。”

黄丽娜仍然清晰地记得，患有“双相情
感障碍”、大家熟知的杭州“天才翻译家”金
晓宇主动要求加入“墅小红”队伍时说的那
句话。“我当时和他说，不需要你多有力气，
你能发挥翻译和英文特长就好了。”

相比于退休老人，中青少年力量参与社
区志愿活动最大的障碍在于没有充足的时
间和精力。如何用好这些年轻的志愿者？
这是循序渐进的第二个问题。

在黄丽娜看来，中青少年给社区带来的
远不只是一分人力，更宝贵的是经验与智
慧。双荡弄尽力为志愿者提供各尽所长的
空间，让他们在社区的价值得以体现。

穿上红马甲的金晓宇，将《十里银湖墅》
这首诗翻译成了英文版，并作为统战志愿者
参与社区文明宣传视频的拍摄与录制。社
区还张罗了一场分享会，很多居民慕名而
来。“虽然不善言辞，但是晓宇已经成了社区
的文化宣传使者。”黄丽娜说。

我们正在向黄丽娜请教怎样做好志
愿者工作，一位背着相机的男子来到社区
办公室找她。“来和黄书记聊聊社区准备做
的‘小麦苗来墅说’亲子宣讲活动，具体怎
么宣传策划。”男子叫李朝辉，是社区居民，
也是杭州市的志愿服务达人。“刚好有一些
新想法，就过来转转。”

被社区浓厚的志愿氛围感染，李朝辉搬
到双荡弄没多久，就到社区报到。从事自媒
体行业的他背起相机，成了黄丽娜办公室的
常客，为社区品牌宣传出了不少力。

这样的交流，在双荡弄社区很常见。“我
们希望人尽其才，让每个人充分发挥特长。”
黄丽娜说。

“ 我 们 的 意 见 建 议 会 被 倾 听 、被 尊
重 ，还 蛮 有 成 就 感 的 。”李 朝 辉 感 慨 道 。
和他一样，有了用武之地的志愿者们愈
发积极地参与社区治理，并吸引了更多
的年轻力量加入——在市场监管部门工
作的周峰成了社区的金牌调解员；从事
建筑设计工作的 95 后河北姑娘刘默晗，
工作之余主动为社区所有凉亭设计了一
套提升改造方案⋯⋯

平时各尽所长，社区遇到紧急困难时，
大家又义不容辞地站出来并肩作战。

今年4月拱墅疫情期间，由于紧急要求7
天全员核酸检测，社区人手不够。就在社工
们焦头烂额时，张险峰来了、李朝辉来了，日
常活跃在社区的中青少年力量纷纷加入志愿
者队伍，甚至沿街商户们也主动加入了进来。

“每天凌晨 5 点半就开始忙活，一直陪
我们到下午两三点才结束。”双荡弄社区公
共服务站站长陈建峰忍不住感慨社区这个

“后援团”的强大：“这样的高强度，他们有的
人坚持了6天，一句怨言也没有。”

“我们希望人尽其才，让每个人充分发挥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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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傍晚，李昱喆和妈妈在社区里巡逻。 本报记者 马赛洁 摄

充满活力的双荡弄社区志愿者。 受访者供图 李 睿李 睿

双荡弄社区的重点关爱老人有了量身定制的智能家居设备。图
为社工给老人讲解使用方法。 受访者供图

兴修水利，广惠民生。近年来，桐
乡市洲泉镇水利工作始终坚持“水利工
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总基调，
积极抢抓水利设施大投入大提升机遇，
全力推进民生水利工程建设，不断提升
全镇水治理能力和智管水平。目前，全镇
在建较大水利工程7个，总投资2.1亿元。

近日，桐乡市北永兴港综合整治项
目含山塘治理工程施工 1 标顺利通过
合同工程完工验收。该标段综合治理
河道长度 11.913 公里，通过防洪排涝、
生态修复、景观提升等工程措施，提高
了含山塘区域的防洪减灾能力，保障了
区域防洪安全和粮食安全，兼顾改善了
河道水质和区域水生态环境。

含山塘位于桐乡西部洲泉镇，南起

余杭界，北至北道村港，综合治理总长
度 30.1 公里，总投资 8338 万元。工程
分两个标段实施，一标段于去年 3 月启
动，计划今年 9 月份完工，现该标段已
于6月份完工验收；二标段于去年12月
启动，也是水上精品线的重要水利部
分，根据水上精品线验收时间要求，目
前已完成河道清淤 37 万方、护岸工程
28 公里、堤顶小道 7 公里、堤防绿化种
植 18 公里，水文化节点完成堤顶小道、
水车、瞭望塔等建设任务，工程计划于

2023年6月完工。
数字赋能，增强防汛排涝能力。洲

泉镇青石东田圩区工程于去年1月启动，
总投资5840万元，青石圩区面积2.06万
亩，东田圩区面积1.34万亩。该工程将
为镇区防洪排涝提供安全保障。截至目
前，项目已完成17座闸站（包括维修闸站
4座）、7座泵站（包括维修泵站4座），堤
防工程、排水及配套工程、水系沟通工程
等建设内容基本完成施工，后续主要进
行植物护坡及标准化建设和数字圩区建

设，力争年底前完成所有建设任务。
位于洲泉镇青石东田圩区的端饭

桥港闸站，总投资 411 万元，配备两台
大功率排涝泵和装配式钢闸门，极大改
善闸站周边水系的贯通网络，提升该圩
区的防洪排涝能力。这里还将建起水
闸上的圩区管理中心。数字圩区以基
础信息、运行监测、防洪保安、日常管
理、问题处置五大模块为框架，实现全
景展示、一键巡河、远程操控、AI 水位
识别、闭环管理等 25 项功能，圩区管理

系统真正实现智能监管。
洲泉镇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本次

数字圩区建设，圩区管理实现了日常管
理制度化、监测预警精准化、应急响应
高效化、数据共享实时化，极大提升了
防汛抢险工作效率，保障工程防汛防洪
安全，提高了圩区管理防汛管理人员的
工作效率。

近年来，桐乡高度重视防洪排涝工
程和水生态环境治理，并作为民生实事
大事来安排部署，投资持续高位增长，

流域主要排涝工程全面治理，长山河等
一批利民惠民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
本完工，水利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不断增强。洲泉镇青石、东田圩区整治
工程和桐乡市北永兴港综合整治项目
含山塘治理工程是桐乡市“十四五”期
间水利建设的两项重要工程，总投资近
1.4亿元，总受益人口超10万人。

水利建设提速 打造数字圩区

桐乡：兴水惠民助发展
沈卓群 袁海星

·资 讯·

含山塘工程现场（图片由桐乡市洲泉
镇政府提供）

·资 讯·
人才是发展的核心动力，今年以来，

湖州市南太湖新区凤凰街道从厚植人才
土壤、做好人才服务、抓好青年人才招引
三方面入手，循序渐进开启“三步走”人
才战略，确保人才引得来、用得好、留得
住，为街道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

企业是用人用才的主体，凤凰街道
积极帮扶辖区初创企业成长。日前，湖
州筑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打来
电话，对街道“店小二”式服务表示感
谢。上半年受到疫情影响，企业出现资
金困难，找街道帮忙。“问题反馈上去没
几天，街道工作人员就上门服务，指导
我们提交相关材料，申请大学生创业贷
款，解了启动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该

项目负责人说。
搭建银企对接平台，畅通融资渠

道，让金融“活水”直达困难企业；为辖
区企业拍摄抖音短视频，参与“南太湖
云直聘”，多渠道人才招引；与辖区内高
新技术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打造高
新技术企业平台⋯⋯凤凰街道多措并
举，夯实人才工作基础，为高质量人才
落地培植土壤。

“出示‘人才码’可以享受优惠折
扣。”近日，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小

唐走进凤凰街道凤凰二社区的外滩梧
桐咖啡，在店员的指引下，使用“人才
码”优惠购买了一杯咖啡。他说：“前不
久刚申请了‘人才码’，发现在凤凰街道
有好多场景都能使用，非常实惠。”

据悉，外滩梧桐咖啡是湖州市南太
湖新区第一家“人才码”扫码场景的入
驻商铺，同时也是凤凰街道引进的大学
生创业团队项目。过去 5 年，湖州市名
列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第 30
位、全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100 强，

新引进大学生及各类人才超过 39.3 万
名。作为湖州招智引才的一个缩影，凤
凰街道积极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以优质
服务，留人又留心。

“我们结合‘红色驿站’阵地建设工
作，把人才服务作为重要内容之一，通
过开设‘梧桐学堂’，布点‘梧桐微客
厅’，为优秀人才提供学习、交流的平
台。同时，打造了‘共享办公’‘金彩沙
龙’‘红色书吧’等面向青年人才的公众
空间，定期开展各类活动，邀请优秀人

才建言献策，助推街道发展。”凤凰街道
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抓好青年人才招引这个“牛鼻
子”，凤凰街道还主动出击，从“引进来”
向“走出去”转变。今年，凤凰街道干部
多次带队赴市外高校开展大学生招引
精准对接会，为辖区企业招引优秀青年
大学生。凤凰街道量体裁衣，为企业和
人才解读政策，提供项目申报服务。今
年以来，凤凰街道已招引青年大学生
1203 人，大学生创业团队 22 个，申报

高层次人才项目 12 个，同时不断谋求
做好人才落地服务和政策兑现。

“筑好凤凰台，引得凤凰来，我们将
以更长远的目光、更开阔的视野营造最
优人才生态，造强引才聚才磁场，打造
人才招引的新格局。”凤凰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 （冯秋兰）

南太湖新区凤凰街道“三步走”打造优良人才生态

筑好凤凰台，引得“凤凰”来
南太湖新区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一件

事”专窗（图片由湖州市南太湖新区管委会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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