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份就能吃上
家门口厨房的饭菜了”

集士港镇的这场PK赛令人振奋
怎样破解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3 月 18 日一早，海

曙区集士港镇春华社区

迪赛缘园小区里热闹异

常，居民们在小区中庭

围观旧水池改造项目的

动工仪式，之后又以志

愿者的身份到池里清理

垃圾和淤泥。对他们来

说，让这个几乎成为卫

生死角的水池“起死回

生”，重现水清岸绿的美

景，是多年的心愿。

3天前，集士港镇举

行了一场“五社联动”社

区治理项目设计PK赛，

来自5个社区的17个项

目参加，春华社区的这

个“旧池微改”项目获得

二等奖。

“海曙区正在创建

第四批省级城乡社区治

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集士港镇是海曙区的试

点。”集士港镇相关负责

人表示，举办这场 PK

赛，就是分享社工及社会

组织团队如何解决居民

急难愁盼问题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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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超前消费 树立理性消费观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如今一部

分年轻人存在过度消费的现象，他们除
了使用信用卡以及电商推出的线上消
费贷款外，甚至一些人还会选择通过违
法手段来满足自己消费的欲望，最后走
上犯罪的道路。

胡某就读于某大学，母亲每月给其
2500元生活费用于日常开销。胡某在
校期间交了女朋友，开销增大，母亲给
的生活费远远不够。出于虚荣心，胡某

向女朋友谎称自己家里是做生意的，家
里给的生活费十分充足。为了圆谎，他
以给同学放贷为由，利用他人身份证和
学生证从网上借款几十万元用于购买
奢侈品。此事暴露之后，胡某慌忙外逃
最终落网。在审讯时，他承认自己虚荣
心太强，以至于无法掌控，最后一失足
成千古恨，走上犯罪的道路。

徽商银行宁波分行温馨提醒：一定
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消费支出应该

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
括当前的收入，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
期，考虑到收入能力这个动态因素，应
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进行合理的
消费，不盲目攀比，不贪图享乐，合理安
排生活支出，做到理性消费、科学消费。

此外，广大市民务必保管好身份证
件，提高警惕。自己的身份证不要随意
借给他人，妥善保管个人证件，防止因
信息泄露而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一旦发

现自己的身份证被盗用，应尽快向公安
机关报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应仁儿

迪赛缘园小区交付于 2010年 4
月，目前常住人口2000余人，居住者
以中青年为主。去年，有居民向春华社
区党支部反映，希望迪赛缘园小区的
喷水池不要成为摆设，把美景还给小
区。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物业经过现
场核实，发现这个喷水池确实存在安
全隐患，而且已经成为卫生死角。

“我们召集迪赛缘园小区居民自
治理事会、党员、志愿者、物业召开

‘开放空间’民主协商会讨论，决定以

居民参与为主体，将喷水池进行微改
造。”春华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传幸说，
之所以以居民参与为主体，是为了节
约资金，同时又能带动小区居民积极
参与。

在此之前，已经有社区里的能人
义务设计了效果图。动工仪式上，30多
名居民和来自古林职业高级中学的学
生作为志愿者穿上雨靴，下到喷水池
里清理垃圾和淤泥。

“接下来，我们还将邀请社区里的

能工巧匠、绿化达人对水池进行施工
和绿化。”张传幸说，即便没有直接参
与改造，居民们还是有钱出钱。“这次
改造我们的预算是52500元，居民们
众筹了12500元，剩下的资金由镇里
的发展基金‘包圆’了。”

根据计划，待改造完成后，社区还
将发动居民捐赠绿植，对喷水池周边
进行美化。在让喷水池重新变为小区
风景的同时，还能具备户外科学实践
探索基地的教学功能。

推出喷水池微改造项目1
迪赛缘园小区喷水池改造现场。

针对这次PK赛，浙江万里学院法
学院副院长江华峰表示，社区是社会
治理的末梢，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
同时，社区是连接千家万户的枢纽，社
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

此次比赛有助于提升社工专业的
理念、方法及技能；有助于提高社工在

工作过程中理论提炼能力。同时，社
工平时应多深入居民，及时发现居民
需求并进行专项评估，以项目化的形
式，提升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水平，促
进社区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针对社区治理项目，和义社工师
事务所高级社工师李旭认为，社区治

理项目也可以称作社区服务项目，以
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量身设计项目
目标与内容，通过项目的执行与实施
解决社区显性的需求与问题。这样，
可以提升社区服务能力，解决居民的
急难愁盼问题。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张琦 文/摄

获得这次“五社联动”社区治理项
目设计PK赛一等奖的，则是春华社区
印象花都丽苑小区的“家门口的星级
厨房项目”。这个项目同样是全民参
与，经历了“提点子—找位置—拉资
源”的全过程；同样是解决了居民的痛
点：经常吃不上可口健康的晚餐。

印象花都丽苑小区常住居民约
1500人，其中多为三口、四口之家。
小区自治理事长应秋国告诉记者，根
据调查及部分居民反馈，小区存在双
职工家庭没时间做晚饭、年轻家庭不
愿意做晚饭、部分老人没精力做晚饭、
早放学孩子不会做晚饭的现实情况。

小区自治站征集各方意见，结合
小区现有资源及特点，提出了“社区共

享厨房2.0时代——家门口的星级厨
房”项目。

和其他社区的共享厨房不同的
是，这个项目只提供低价优质的晚餐，
服务人群并不仅限于老年人，而是面
向全龄段，还可以是家庭宴请等。

这个厨房的厨具、燃具等设备都
由周边企业捐赠，降低了建设成本。
小区自治站还和海曙西部山区签署订
菜协议，以“消费帮扶”的形式，助力山
区农产品广开销路，也保障食材的绿
色新鲜。

届时，小区“印象红”志愿服务队
将参与全流程运营，在保证饭菜质量
的同时，保证价格优势。小区自治站
还打算与周围餐饮企业签订协议，让

这些餐饮企业每周提供一道特色菜，
不仅服务居民，也能给周边商铺打打
广告。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5月份
就能吃上家门口厨房的饭菜了。”小区
居民赵先生开心地说。而在张传幸的
计划里，这个项目还将定期进行居民
满意度评分，评分高的话还有望在整
个社区推广。

在PK赛的评委之一、和义社工师
事务所高级社工师李旭看来，参加比
赛的这些项目的人群需求识别都很精
准，既有“雪中送炭”类型，又有“锦上
添花”类型。“每个社区的设施、环境、
主要人群不同，也使得每个社区推出
的项目类型也都各有特色。”

打造家门口的星级厨房项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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