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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我们
能早点认识就好了，说不定我之前
不会出这样的事情……”近日，参
加完海曙区社会工作协会启新之
家服务中心组织的公益服务后，李
某对帮矫社工说。

李某是海曙区的一位社区矫
正对象，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
被判缓刑。刚开始社区矫正时，她
郁郁寡欢、精神颓废，还拒绝一切
社交活动，异常低落的情绪甚至严
重影响了她的身体状况。李某的
情况，引起了对她进行帮矫的海曙
启新之家服务中心的重视，中心立
即安排社工展开个案服务。

通过前期会谈了解，同时结合
心理自助系统，社工分析了李某面
临的心理问题，并从经济生活、心
理能力建设、社会交往三方面介入
服务。经过心理咨询师多次辅导，
李某渐渐转变了态度，开始积极面
对生活压力，在公益基地的服务活
动中，李某重新建立起对人际关系
的自信，并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
社工还对接律师帮李某答疑解惑，
督促她守好社区矫正期间的行为
规范。

“社工的帮助和鼓励，让我走
出阴霾。她们还帮我找工作，让我
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原来的我做
错了事，以后要更加努力去弥补过
错，好好生活！”李某说。如今，每
次公益服务或者活动，她都会主动
跟社工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人
也越来越开朗。

帮矫一年多，李某的转变让她
的家人也感到欣慰。“我妹妹是一
个自尊心很强的人，那件事对她打
击很大，从原先的沉默寡言到现在
积极向上，不再逃避人际关系，还
会主动跟亲戚朋友联系，变化很
大。”李某的姐姐对社工的帮助也
感激不已。

据了解，启新之家服务中心是
由海曙区司法局委托海曙区社会
工作协会孵化的社区矫正社会工
作机构，入驻海曙区社区矫正中
心。它以帮助社区矫正对象走出

“迷途”为目标，为矫正对象提供社
会工作专业化服务，帮助他们增强
再社会化适应能力。

李某的帮矫成功，是海曙区社
工协会启新之家引入的“1512智
慧帮矫工作法”取得的成效，该工
作法的特色就是激发矫正对象向
健康方向发展的潜能，通过开展内
容多元、形式多样的公益服务，引
导其反哺社会，把社区矫正对象转
化为志愿服务力量。目前，启新之
家探索社会工作智慧化发展新模
式，已经整合了26个公益服务活
动基地，并培育了“老有所依”“天
使计划”“同一片蓝天”等公益服务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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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芳住的是六七十平方米
的小平房，因为眼睛不好，她平时
就靠摸索着自己洗衣做饭、打理
卫生。虽然家里也收拾得很清
爽，但毕竟上了年纪，眼睛看不
见，没人照顾不能让人放心。

早年有一天中午，李兰芳像
以往一样摸索着打开煤气灶烧
菜，结果火苗蹿上来把她的袖子、
衣角烧着了。她手被烫到，还闻
到一股焦臭味，感觉不对，立马对
着厨房的窗户大喊邻居“阿康”。
住在她家对面的宋永康听到李兰
芳的叫喊，立马跑来，帮她关了煤
气灶，灭了火。

那一次意外吓坏了大家。李
兰芳的女儿们商量给母亲送菜，
但离得太远不现实，老人喜欢吃

素，村里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
送的菜也吃不惯。怎么办？

最后，村干部请来她的邻居
们一起商量，最终决定形成“邻
居+村党员干部+志愿者”的一种
志愿服务模式。平时依托邻居的

“贴隔壁”照顾，关注其安全、饮食
起居和心理，周末和节假日村干
部和志愿者们一起上门帮老人搞
卫生，送米、送煤气、做体检等。

邻居们都答应了。老人的饮
食问题迎刃而解——邻居做的
菜，有她喜欢吃的就多做一份给
她送去；她喜欢自己做着吃，邻居
就过来搭把手，以免发生意外。

加入“贴隔壁”照顾李兰芳的
邻居包括宋永康夫妻在内有五六
个人，他们年纪最大的跟李兰芳

一样78岁，年纪最小的也63岁
了。平时他们就有走动，但接受
这个“任务”后，他们来得更勤
了。他们每天路过李兰芳家门
口，就会看看她家的窗户，倘若大
白天还拉着窗帘，他们就会敲门
看看是不是发生了意外；他们会
帮李兰芳带菜，给她换被套、晒被
子、缝衣服、拿药，陪她一起聊天
听戏。

去年烟花台风期间，李兰芳
家房间里的水淹到小腿肚，又是
邻居们帮她把冰箱和床铺抬高，
把她背出来，打电话让她女儿接
回家。谁料，台风过后李兰芳就
要女儿赶紧送她回家，说是趴在
窗户上和贴隔壁的邻居聊天，觉
着舒坦。

“社工的帮助和鼓励
让我走出阴霾”
启新之家
帮矫正对象“重启”人生

余姚幸福村“名不虚传”

“贴隔壁”照顾让空巢老人老有所依

李兰芳老人（左二）和照顾她的邻居们。记者 张晓曦 摄

“我从宁波嫁到余姚
三七市镇整整60年了，老
伴 10年前去世，4个女儿
早已成家嫁出去了，如果
不是村里的‘贴隔壁’照
顾，有两次危险，我都可能
躲不过去，早就不在人世
了……”

2月 18 日，在余姚三
七市镇幸福村 78 岁的老
人李兰芳家里，几乎双目
失明的她谈起这几年的独
居生活，百感交集。

据记者了解，李兰芳
口中的“贴隔壁”照顾，是
幸福村幸福公益团队推
出的一种志愿服务模式，
让村里十几位老人受益
多年。

在幸福村走访时，记者发现
当事人对“贴隔壁”照顾的评价都
很高。89岁的张金才一生无儿
无女，妻子4年前去世。结对照
顾他的有三四位邻居，其中61岁
的袁秀丽离他家最近，对他照顾
最多，“就像女儿一样”。有一年
冬天下大雪道路结冰，老人发高
烧，袁秀丽就连着3天请来医生

给他打吊针，守候在侧，给他煮馄
饨，照顾得无微不至。

另一位93岁的老人陈张法
也一直感念着给他买菜、购买生
活用品的老邻居李微珍……

在幸福村村委会，记者看到
了幸福公益“贴隔壁”照顾的台账
资料，一直从 2015 年记录到现
在。在张金才老人的结对照顾档

案里，记者看到幸福公益志愿服
务队的队员们每隔半个月就会
上门给他量血压、测血糖，相关
数据清晰地记录在案；村里的党
员干部和志愿者每周都会上门
看望，给他送老年机、拍登记照，
送腊八粥、水果、灯笼。就在记者
采访的元宵节前，村里还组织了
学生和家长包汤圆给独居老人们

送去……
在档案资料里，记者还

看到村委会与镇卫生院、银
行等单位也签订了结对帮扶
老人的协议。村支书应春龙
告诉记者，这些单位每月也
会派出志愿者上门为老人服
务，及时解决老人需求，免除
奔波之苦。

7年“贴隔壁”照顾，邻
里情深，也提升了幸福村的
文明程度和幸福指数。应春
龙介绍，7年来，他们表彰了
40多个邻居、志愿者及相关
单位，接下来村里将继续完
善相关制度，弘扬正能量，让

“贴隔壁”照顾的志愿服务项
目更具生命力。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张淑依 陈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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