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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丹东街道文景苑小区因
住户较少、物业费低，物管水平
不高。今年，县慈善总会鸿雁义
工大队与小区结对后，先后 8 次
开展环境整治志愿者行动，帮助
居民清理生活垃圾、整理楼道杂
物，大大提升小区环境品质，得
到居民的点赞。“后来，居民们
主动参与进来，小区的角角落落
弄清爽了，在县里组织的环境卫
生评比中名列前茅。”义工大队
负责人张挺武自豪地说。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
元，而社会组织又是社区共治的
重要力量。“社区治理要由政府

‘单打独斗’的一元主体，转变
为 ‘ 大 家 一 起 管 ’ 的 多 元 主

体。”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6 月底，象山启动党建引领社
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现代化三年行
动，以共商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
引导支持社会组织下沉社区提供公
共服务、扩大居民参与、推进资源
链接，为社区解难事、办实事、做
好事，促进社区治理体制更加完
善、治理水平更高。

项目因居民需求而设，社会组
织因项目需要而引进。该县邀请社
区、社会组织、党员群众代表多方
参加对接会，由社区提出需求清
单、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清单，按照

“双向选择、友好协商”的原则进
行精准对接。

爵溪街道玉泉社区内，外来务
工人员居住集中，流动人员子女较
多。为此，关心下一代志愿者协会
与该社区结对。9 月 18 日，协会育
苗宣讲团走进玉泉社区北塘民工子

弟学校，举办艺术风采之“中华墨
趣”。

课堂上，宣讲团成员杨杰明老
师从国画的简介、工具、特点、分
类四个方面，分享、传授了国画基
本知识，点燃了孩子们对国画艺术
的热情。下半年以来，育苗宣讲团
已在社区举办“红色经典”“非遗
课堂”“戏曲入门”等 6 场宣讲活
动，深受居民和学生的欢迎。

据悉，象山 47 个社会组织已
分别结对 30 个社区，从“自娱自
乐”“小打小闹”的被动型，转变为

“往中心靠”“往最好做”的主动型，
将力量集中到社区环境整治、矛盾
纠纷调解等居民关注的焦点上。

同时，县社会组织综合党委采
取项目化管理模式，实行公开、规
范、有效的跟踪管理，切实提高社
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服务质量。

今年初，衣重生公益中心在县

司法局支持下，面向全县 30 个社
区开展“旭日东升，美好未来”社
区矫正社会工作项目，引导社区矫
正人员从事志愿服务。“太感谢你
了，连子女都嫌我脏，你却帮我洗
澡、剪头发、剪指甲⋯⋯”每次到
敬老院参加公益活动，老人们都会
紧紧握住石遥 （化名） 的手连连道
谢。作为一名曾经因醉驾而被判缓
刑的矫正人员，石遥饱受别人的非
议，但在一次次帮助老人中，他收
获了快乐和满足。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累计组织
1108 人次参与公益活动，集中教
育学习 1140 人次，有效帮助社区
矫正人员修复与家庭、社会的关
系，让他们认识自身错误的同时，
更好地回归社会。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专业社会组织高质量地服务
社区人群，也带动了社区自身孵化

组织的快速成长。丹东街道欢乐社
区居住人口近 1 万，在县慈善总会
手拉手义工大队的带动下，成立了
社区义工队，队员由最初的七八人
增加到现在的 90 多人。“以前社区
义工队搞活动很盲目，后来学习了
手拉手义工大队的经验，项目开展
起来顺利多了。”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王海珂为之点赞。
象山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以

来 ， 凝 聚 成 惠 泽 民 生 的 “ 大 力
量 ”， 架 起 了 政 府 与 居 民 之 间 的

“连心桥”，形成了社区治理全民能
参与、愿参与、齐参与、常参与的
良好态势，初步实现从“社区管
治”向“社区共治”的嬗变。

从一元管治向多元共治转变

象山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象山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手拉手义工大队上门为老人理发 （县民政局供图）

老弄堂的

老弄堂是最具烟火气的地方，也是地域文化的一个
符号。

北仑大碶塔峙岙片区，由西岙、东岙、青林3个建
制村组成，历来有“中国模具之乡”“桂花之乡”“杨梅
之乡”的美誉。底蕴深厚的乡土文化就好似一颗颗“珍
珠”，散落在塔峙岙的各个角落里……无论是根植于每
一代人骨子里的创业奋斗精神，还是藏匿在深山老林里
的“甜蜜”基因，都让人深深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无穷魅
力。

对于拥有的精神财富，塔峙岙人有着清楚的认识。
通过在家门口打造“锋领弄”“梅林弄”“匠心弄”等主
题小巷，塔峙岙将前辈留下来的“财富”定格，既美化
了家园，又让乡土文化温润了乡村的“精气神”。昔日
老弄堂，在众人集思广益下，褪去单一的色调，焕发出
斑斓的色彩。

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刘盈蓉 李松挺

供图 凌舟洋 厉晓杭

近日上午，阳光正好，记者跟
随塔峙岙社区党委书记董春燕的脚
步，来到了位于东岙山村沿溪的小
弄堂。远远看去，小弄堂两边的墙
面被粉刷成鲜艳的蓝色、粉色、黄
色⋯⋯在阳光照射下，显得格外夺
目，与周围冷色调的民房形成了鲜
明对比，为村庄增添了不少俏皮的
活力。

走进这条名为“锋领弄”的小
弄堂，记者眼前一亮：每一面墙上
都有图文并茂的主题墙绘。“医路
先锋”重现了医护人员为群众治
病、下基层随访以及在抗疫中进行
咽拭子采样的工作片段；“抗疫先
锋 ”展 现 了 辖 区 党 员 志 愿 者 在 战

“疫”中驻守卡口、上门排查等工作
场景；“党建联盟”描绘了北仑区
卫健局机关党总支与东岙山村党支
部结对共建，一起上党课，一起为
群众服务的合作画面⋯⋯在每一个

主题墙绘之间，还穿插着“讲卫生、
讲文明”系列乡风文明的宣传标语。

这条“锋领弄”长约 500 米，意
义不凡，它始终在向过往的人们讲述

“一群人守护一座城”的故事。
说到打造“锋领弄”的灵感，董

春燕告诉记者，“区卫健局机关党总
支和东岙山村党支部通过优势互补，
下沉服务，让双方碰撞出创意的火
花！”墙绘上的每一幅图画，每一个
文字，都是双方努力工作的“结晶”。

此外，借助区卫健局机关党总支
的优势，双方党员志愿者在弄堂边上
重新打造了一条健康步道，步道两边
还设置了中草药基地、老物件展示
区。其中，中草药基地展示益母草、
蒲公英、芦荟等；老物件展示区则摆
放了老缝纫机、老永久牌自行车。不
少村民被焕然一新的健康步道吸引，
茶余饭后来走走看看，放松一下身
心。

■老弄堂有了“新颜值”

在塔峙岙，无论是忙于生产
的大小模具企业，还是富有文艺
气息的塔峙圃票证博物馆、音乐
家姚关荣祖居，抑或是山林间成
片的桂花树和杨梅树，都成为当
地独有的乡村记忆点，让人感受
到一种浓浓的乡愁。

为了留住这些美丽的乡愁，
同时也为了吸引更多游客的目
光，塔峙岙又相继打造了“梅林
弄”和“匠心弄”。其中，“梅林
弄”位于东岙山村。每当杨梅成
熟的季节，许多村民上山采摘杨
梅，会路过这条小弄堂，“梅林

弄”因此得名。“梅林弄”两旁皆
是关于乡土小说家鲁彦散文 《故乡
的杨梅》 内容的墙绘，描绘了杨梅
收获季节，家家户户摘杨梅、吃杨
梅、做杨梅酒的生动场景，丰收的
喜悦扑面而来。

据了解，塔峙岙每年都会举办
杨梅节，通过杨梅王比赛、杨梅采
摘等精彩纷呈的活动，吸引四面八
方的游客，共赴一场杨梅盛宴。每
当此时，“梅林弄”就好似一张“金
名片”，蕴含着慕名而来的游客和返
乡的人们寻味乡愁的“密码”。

青林村的“匠心弄”，则讲述了

塔峙岙模具的前世今生。走在“匠心
弄”的起点，弄堂边的几竿翠竹，仿
佛在暗示此地系“曲径通幽”的好去
处。往深了走，两边墙面上随处可见
别具一格的“匠心”点缀：破旧的轮
胎刷上鲜艳的油漆，装点单调的墙
面；废弃的泡沫箱里种上绿植，让弄
堂焕发生命力⋯⋯

这仅仅只是“开场”，“匠心筑
梦”四个大字拉开了“重头戏”：
从家门口的“小作坊”起步，步入

“高大上”的国内外大型企业快车
道，每一面墙绘都通过文字和图
画，向世人展示着一代代塔峙岙模

具人白手起家、发愤图强、苦干实
干的“圆梦”之路。同时，这条充
满故事的“匠心弄”也可以算是塔
峙岙模具产业发展变迁的“见证
者”。如今，许多曾经从这里走出
去的模具人偶尔还会回来，重走一
遍“匠心弄”，边走边唤醒记忆中
尘封已久的乡愁。

酒香不怕巷子深，美丽弄堂未
来可期。董春燕说，下一步，塔峙
岙社区将继续通过城乡党建联盟
的方式，结合自身特色，计划打
造以“柿子红了”“音乐故乡”等
为 题 材 的 主 题 弄 堂 ， 进 一 步 延
伸、丰富弄堂的内涵，让当地村
民拥有更多体验感、获得感的同
时，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此邂
逅美丽乡愁。

■老弄堂流淌美丽乡愁

新生新生新生新生
老弄堂玩出了新创意，这

背 后 凝 结 着 大 家 的 心 血 和 汗
水。在东岙山村党支部书记庄位
平的带领下，村委会工作人员没
少下功夫，挨家挨户做工作，说
通村民积极参与：有的村民主动
清理了堆放在门口的杂物；有的
村民自行铲除了种在公园里的瓜
果蔬菜；有的村民发挥所长，摇
身 一 变 成 了 弄 堂 的 “ 泥 瓦 匠 ”

“刻字工”“木匠”⋯⋯
采访当天，记者看到，有

三 名 村 民 正 忙 着 给 健 康 步 道
“ 装 修 ”， 而 他 们 所 用 的 “ 建
材”全部取自于村里的一砖一
瓦 、 一 草 一 木 。 据 村 民 介 绍 ，
步道路口的石凳，是用溪坑里
捡来的石头垒成的，“原本，我
们 还 想 在 石 凳 上 铺 一 层 竹 片 ，
不仅看上去更美观，坐起来也
更舒服。”为此，几名村民特地
到附近山上砍来毛竹，细细地
劈成竹片，并用火烤进行防腐

防蛀处理。但是，理想和现实总
是存在着差距。村民拿着加工好
的竹片，准备拼凑成板时，发现
竹片有长短厚薄之分，很难做到
平整。如果再用手工将每一块竹
片削齐，耗时耗力不说，还拖慢

了整个工程的进度。
怎么办呢？一名经验丰富的

村 民 出 主 意 ：“ 干 脆 买 上 几 块 木
板，刷上油漆好了。”说干就干，
果然，木板代替了竹片，不仅效
率 提 高 了 ， 铺 起 来 效 果 也 不 差 ，

博得周边村民啧啧称赞。
在老弄堂的“装扮”中，区卫

健局机关党总支和东岙山村党支部
的党员志愿者也没少花心思，他们
分工协作，共同布置，动手在墙面
上固定花架，种上绿色植物；用色
彩鲜艳的油漆粉刷老缝纫机和自行
车，让老物件变得活力四射；帮助
村民清理弄堂，让弄堂整洁有序。

不仅如此，党员志愿者还通过
DIY 制作，变废为宝：收集堆积在
村民家门口的废弃瓦片，整齐地叠
成一个圆形，刚好可以用作健康步
道边大树的围栏；村民家中多余的
竹子舍不得扔掉，砍成一小段，摆
放成一个形似小草的图案，用铅丝
固定在弄堂两边的栏杆上，瞬间多
了几分田园的气息⋯⋯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让曾经杂乱无章的老弄堂唱响
了诗意的“春天”。在每个人的努
力下，改变的不仅仅是弄堂，村民
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悄然变化。“弄
堂有了新变化，全靠大家齐心协
力。现在，我们再也不敢随地乱丢
乱扔了，就怕对不起大家的辛勤付
出。”村民陆阿姨说。

■唱响全民创意的“春天”

志愿者参与改造老弄堂

“匠心弄”讲述模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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