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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新的网络社交账号一
月有余，胡丹维每天更新楷书临
摹的短视频。画面里，她行云流
水般的楷体字收获了一大波粉
丝，有一期短视频光观看量就有
2万多。谁能想到，她是北仑区
春晓街道洋沙山社区的一名

“90后”社工，2020年底入职。
零基础学楷书，一个多月时间她
在直播间和网友们一起成长。

说起练字，源于一次“扎心”
体验。今年春节前，社区设摊邀
请居民书写春联，再转赠给有需
要的人。因为字写得不好，她不
好意思“献丑”。都说书画同源，
今年3月开始，她每天下班后花
2个小时练字，查看网络课程里
的基本笔法讲解以及运笔要领，
并反复临摹字帖。同时，她还开
通网络社交账号，每天发布短视
频，展现零基础学习下点点滴滴
的进步。“自己有这方面的兴趣，
而且能在工作中有所发挥，我觉
得很有成就感。”胡丹维说，等她
技艺提升，今年就能给居民书写
春联了。

胡丹维的“宝藏”技能可不

止这一项。一年前，她的一组走
心Q版漫画刷屏网络。她手绘
的每一个“角色”都是自己亲身
经历的，惟妙惟肖地展现了战

“疫”期间，基层社工恨不得长出
“三头六臂”的心情和真实场景，
引发了很多基层社工的共鸣。

去年底，她为春晓街道党群
服务中心设计制作了一套微信
表情包，展现社工的工作日常、
青春活力等。“相比漫画，动图更
复杂一些，因为要有连贯性，四
五张图才能做成一个表情包。”
当时，胡丹维花了一个星期，每
晚画3个小时，最后出来的成品
被很多人点赞。如今，这套表情
包被收藏在春晓社工们的微信
里，成为彼此聊天互动的专属表
情。

因擅长画画，胡丹维还是假
日学校孩子们眼里的“胡老
师”。通过街道文化加油站“点
单”平台，她申请注册成为志愿
者，去年暑期就开始授课，一周
一节，以入门绘画教学为主。今
年，暑期将至，“胡老师”很快又
要“上岗”了。

来看看青年社工的
“十八般武艺”

五四青年节来了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
在我们身边，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基

层社工，他们平凡却坚韧、细致亦暖心。这些
年，越来越多的“90后”“95后”进入社工群
体，让基层社工队伍更加年轻化、专业化。

青年社工是社工的主力军，他们挥洒青
春和汗水，在基层各个领域专业服务，传播温
情。他们不只是社区的“老娘舅”，面对基层
千丝万缕的工作，他们利用专长游刃有余，还
在不经意间“解锁”了各种“隐藏技能”。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让来我们把镜
头对准他们，认识下这群“宝藏”社工。

陈春波是名“85后”，大学毕
业后，他在宁波一家软件公司当了
两年“码农”，2012年成为鄞州区
福明街道新城社区的一名社工。

“电脑是不是能看电影、能聊
天？家里的这台电脑是儿子用过
的，扔了实在可惜，小陈你能不能
教教我？”有一天，年过六旬的吴阿
姨慕名找到陈春波，想要学电脑。

2013年，考虑到居民的实际
需求，新城社区推出“e网班”，教
居民使用电脑。“我怕老人记不住
内容，索性编写了一本教材，一步
步教他们怎么使用。”小陈的“e网
班”很受欢迎，多的时候一间教室
坐得满满当当。

2016年，新城社区推出智能
手机培训。当时，小区很多老人都
用上了子女“淘汰”的智能手机，但
他们对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却一知
半解。陈春波又一次出手了，花了
一个月时间编写了一套智能手机
的培训教材。

翻开教材，手机通讯录、手机
网络、手机天气、手机微信、手机相
册、手机挂号看医生、抖音拍视频
等培训教材内容涉及面广，都是根
据老人需求定制的，每年逐步更
新。“教智能手机的时候特别火爆，
一节课有五六十位居民来上课，甚
至有其他社区的居民慕名来‘蹭
课’。”陈春波说，从2016年到现
在，基本上社区每年会推出2期-
3期智能手机课，每期20节。

陈春波不光要线下授课，还要
负责各种“售后问题”。“小陈，我朋
友圈怎么发视频？我找不到了！”

“小陈，淘宝怎么退货来着？”经常
有居民走进社区办公室找他“开小
灶”，他总是微笑着耐心解答。

1 他编写教材
帮老人学用智能机

海曙区高桥镇高桥社区社工陈
超余大学本科学的是园林设计专业，
虽说主攻景观绿化，但这一行接触的
是从设计到方案、从土建到绿化，兼
具社会、自然、艺术多元功能的一体
化工程，能熟练操作各种制图软件。
但因个人原因，她离开了老本行，
2021年5月加入社工队伍。让她没
想到的是，专业技能非但没有丢，还

“跨界”运用到了社区工作中。
在蒲馨社区时，她用软件制作各

小区核酸检测点位分布图；在新桥社
区参与亲子项目筹备时，她用软件设
计易于传播的邀约海报；在云丰社
区，她通过专业园林设计理念，撰写
题为《小区适儿化和适老化的改造与
应用》课题报告……

去年10月，高桥社区构建融合
性大社区，社区办公场所要重新装
修。“我们社区旁边有个垃圾回收中
转站，占地约50平方米，设计公司给
我们的第一版方案是将这块空间打
造成对外开放的休闲茶吧，但操作很
简单，无非是搭个棚顶，放置一排桌
椅。”陈超余说，社区对面就是幼儿
园，她考虑的是能否借这块场地融入
儿童友好理念，增强一老一少对社区
的黏合度。想法提出后，各方都很支
持，第一版方案随即调整，建设“一米
高度”活动区域，同时通过功能性场
景设计，为接送孩子的家长提供短暂
休息的场所。

“我很开心，自己掌握的技能可
以在这里有用武之地。”对于未来的
工作，陈超余还有很多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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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她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
在基层玩得风生水起

2 画漫画做表情包，她的潜能不断被“开发”

▲陈春波在教居
民使用智能手机。

▲

胡丹维在画漫画。

陈超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