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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一提起邻里节，社工
难免有些焦虑，因为节目要找外
援，全程都要张罗。但现在不一
样了，文艺节目交给社区文艺团
队，我们一发邀请函，很多共建
单位就会自带资源进场，氛围完
全不一样了。”社工王丽丽感慨，
现在的邻里节，已经不单单是居
民的邻里节，已经是整个辖区的
一场狂欢。

今年的邻里节现场，辖区银
行带来亚运小知识问答，为居民
提供丰富奖品。周边共建单位
带来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居
民不仅能欣赏文艺节目，还可以
玩在其中。“这几年的邻里节，我
们一发活动通知，周边学校、幼

儿园、社区医院、银行都来了，为
居民提供各种接地气的服务。”
徐芳云说，15年举办邻里节，社
区不断挖掘周边资源，“朋友圈”
越来越大，推动了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区共同体建设。

“这些年，我们每次早早就
来现场设摊，最晚离开，居民一
波接着一波，根本停不下来！”宁
波市鄞州区福明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副院长林高峰说，这已
经是他们第11年与社区结对共
建，他们更是“社区邻里节”常
客。“有时候我们带去文艺节目，
有时候我们提供义诊服务，社区
氛围很融洽，我们很愿意参与其
中，贡献一份力量。”他说，诸如

三高义诊、中医义诊之类都是社
区的“网红”项目，很受老年居民
欢迎。

社区邻里节要持久办下去，
关键是常办常新，吸引各方主体
主动参与进来。这两年，在社区
邻里节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共建
单位参与其中，享受其中。今
年，宁波市社区邻里节活动积极
联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资
源，丰富活动载体，最大限度地
覆盖老、中、青、幼等群体，吸引
居民走出家门、融入社区，促进
邻里间互识互知、互比互赞、互
敬互助、互信互促，以邻里“小
家”的温馨促社区“大家”的和
谐。

社区邻里节

连办15年
背后有那么多能量

默默助力
15年，对一颗参天大树而言，或许

是树干上新增的几圈年轮；15年，对一
个人来说，或许是青年到中年的人生转
变；15年，对一场社区邻里节活动而言，
是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历程。

这段时间，一场场社区邻里节在宁
波各地精彩上演，居民自编自导自演，
演绎着阿拉身边的精彩故事。前两天，
鄞州区福明街道新城社区的第15届邻
里节刚刚落幕。一场活动举办了整整
15 年，到底给社区带来了什么？5月
17日，记者走进这个东部新城最大的
拆迁安置型社区寻找答案。

节目从“引进来”
到自编自导自演
现在两三千元
就能办一届邻里节

在新城社区第15届邻里节上，腰鼓、舞蹈、
古筝、朗诵等节目精彩上演，现场有几百名居民
热烈“围观”。腰鼓表演是邻里节传统节目，有
的队员已经连续打了十余年。79岁的王定莲
是新城社区腰鼓队队长，看着队员们在舞台上
打起腰鼓，她忍不住感慨。“我们腰鼓队就是伴
着邻里节走到了今天，我们每年都参加，这就是
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她清晰记得，2008年腰鼓队刚成立时没几
个人，听说社区要办邻里节，大家自发组建队伍
排练节目，自行设计动作，足足排练半个月。今
年是腰鼓队成立的第15个年头，从起初的8名
到现在的35名队员。阿姨们平均年龄超过60
岁，但社区晚会，她们一场都没落下。

新城社区成立于2008年2月，是东部新城
首个大型拆迁安置型社区，由4个拆迁安置小
区组成。村民变身居民，他们住上了高楼，更渴
望过上城里人的生活。2009年开始，社区启动
邻里节活动，一办就是15年。

2008年，现任新城社区党委书记的徐芳云
刚进入社区，她见证了邻里节15年的变迁。“刚
开始办邻里节的时候，社区没有自己的文艺团
队，大家要想尽办法找节目，甚至要花钱把节目
请进来。慢慢地，社区培育了一支支文艺团队，
每年邻里节，大家都抢着上。”徐芳云说，邻里节
规模最大的时候，一场活动动辄四五万元。而
今年的邻里节，他们只花了两三千元。从2016
年开始，邻里节的所有节目都由社区居民和共
建单位自编自演，就连演出服都是自己定制的。

邻里节孕育了一支支社区文艺团队，从节
目编排到舞台布置，居民自编自导自演，真正打
造接地气的舞台。现在，社区活跃着腰鼓、甬
剧、越剧、合唱、舞蹈等十余支文艺团队，很多团
队已经从新城走向更大的舞台。比如，社区拳
剑队屡屡在省级比赛获奖，社区武术队曾参加

“舞动夕阳、唱响香港”2016国际舞蹈艺术节
（香港）民间广场舞大赛，荣获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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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社区的志愿服务氛围

很好，一有什么事，群里招呼一
声，基本上都是一呼百应。”徐云
花是社区红蚂蚁志愿者团队副
队长，现在这支队伍已有上百
人。平时，垃圾分类、楼道整治、
疫情防控等志愿服务，都少不了
他们忙碌的身影。

徐云花是社区活跃分子，一
手组建了社区拳健队。“2009年
首届邻里节活动，我参加了5个
节目，现在社区能歌善舞的人多
了。”她说，社区的很多志愿者都
是文艺爱好者，他们因各类文体
活动聚在一起，再投身各类志愿
服务。

这些年邻里节越来越受欢
迎，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讲述的
都是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很多
节目由社区真实故事改编，传播

真善美。有一年，社区甬剧队自
编自演甬剧小戏《四个媳妇接婆
婆》，引来一片掌声，这个源于社
区的爱老孝亲故事被大家口口
相传；“红蚂蚁”团队的志愿服务
故事被编成小品，吸引了更多的
居民参与其中。有一年的邻里
节活动刚结束，就有不少居民找
到徐云花报名：“下次有事叫我，
我退休在家，随时有时间！”

作为东部新城首个大型拆
迁安置型社区，家庭矛盾、邻里
纠纷等问题曾经层出不穷。在
新城社区活跃着一群“红娘子”，
由原东部新城5个村的妇女主
任组成。她们平均年龄60岁，
对社区里的大事小情了如指
掌。哪里需要她们，她们就出现
在哪里，“红娘子邻里帮”俨然成
了社区的“老娘舅”。

“红娘子邻里帮”成立15年
来，她们坚持为居民排忧解难、
调解矛盾、上门服务。“很多家庭
的婚恋纠纷和家庭矛盾，社区工
作人员不方便出面调解。由我
们这些熟悉村里事情的老朋友
出面，矛盾化解就相对容易一
些。”“红娘子邻里帮”队长史瑞
菊带着老姐妹们忙碌并快乐
着。前几年做矛盾纠纷调解，这
些年当起了“红娘”，连周边社区
居民都慕名找上门。

邻里节激发了居民的主人
翁意识，很多文艺达人变身志愿
者，让社区的凝聚力愈来愈强，
志愿服务氛围愈来愈浓。现在，
整个新城社区有 16个公益团
队，志愿者多达500余人。这两
年的志愿服务集市，新城社区完
全实现了“自给自足”。

社区公益团队从1个到16个
凝心聚力，志愿者多达500余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和谐社区发展中心学术研究
员、甬上社区研究院特聘专家严
向红：

邻里关系是社区治理的重
要基础。在社区治理中，我们遇
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业主参与率
低，大多数人对社区事务漠不关
心。我常常感慨，怀念小时候的
生活，邻居之间知根知底，连谁

家有几个亲戚、长什么样都知
道。谁家有点困难，邻居都会搭
把手。即使有点鸡毛蒜皮的疙
瘩，也有老娘舅出面调和。

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我
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邻居们也
从同事、亲戚变成了陌生人。但
其实我们群居的社交心理需求
还是没有变，我们还是渴望熟人
社会。“社区邻里节”就是打造熟

人社会的最好途径，通过共同的
爱好，唱歌跳舞琴棋书画或者共
同的需求，大家慢慢熟悉起来，
有了矛盾，也容易沟通解决。我
们追求的幸福，家的温馨，其实
不仅仅指小家庭，更是社区大家
庭。一个个和谐温馨文明的社
区，是我们筑起典范幸福城市的
基石。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褚燕玲

社区“朋友圈”越来越大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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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社区邻里节上表演节目。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