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华区荷花池社区，有
这样一批年轻人：他们用青春
践行志愿精神，积极为社会、邻
居服务，将“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融入多维度
志愿者服务，微光成炬，温暖一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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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城有我创城有我 文明同行文明同行

创建文明城市创建文明城市
争做文明市民争做文明市民
董聚宝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理论宣
讲、市民教育、文化活动、科普宣传
和健身活动，新华区道东街道办事处
铁路三角线社区着力优化组织构架和
运行机制，从群众的需求出发。通过
创新宣讲传递好声音、典型示范引领
新风气、多彩活动奏响文明曲，深入
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开展，弘扬向上向
善正能量。推进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精
准化、常态化、便利化、品牌化，让
文明新风、良好家风蔚然成风。

创新宣讲传递好声音

铁路三角线社区统筹利用“灯
塔”课堂、“小马扎”课堂，组织百
姓宣讲团、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围
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市民公约
及居民公约等，扎实开展游园宣讲、

“懂国家安全 树爱国情怀”主题宣讲
等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让党的创新
理论深入人心，更好地推动文明实践
与百姓日常生活深度融合。

社区开设“灯塔课堂”，组织辖
区党员居民开展党史故事党员分享活
动、“凝心聚力学党史、身先力行展
风采”等心得分享活动，通过老党员
宣讲党史小故事和“以史为鉴话初
心”的方式，不仅为大家呈现了一幅
党的百年奋斗画卷，还增进了党员居
民的爱党之情、兴党之责。

同时，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时，组织开展“懂国家安全、树爱国
情怀”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讲解国家
安全总体形势、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

险的小常识、组织学习《国家安全
法》相关法规、播放国家安全法治微
电影等各类形式，帮助大家了解国家
安全法律知识，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识
和防范意识。

典型示范引领新风气

优化志愿服务汇聚“正能量”，
社区根据居民实际需求和志愿者服务
意向，汇聚各方志愿力量，成立最美
社工、巾帼志愿、先锋旗帜、退伍军
人、邻里“一家亲”等9支志愿服务
队，为辖区居民提供方针政策宣传、
治安巡逻、文明劝导、卫生环保、邻
里互助、文化共享等志愿服务。

为进一步激励先进、鼓励典型，
持续打造“志愿服务积分”品牌项
目，社区通过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双
管齐下，建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激励
回馈机制，助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化。同时，通
过开展“楼道好人树新风 家风家训传
美德”好人评选、志愿服务表彰等活
动，以典型树旗帜、以榜样立标杆，
以点带面，让更多人怀文明之心、行
文明之举，带动涵养文明之风。

社区创新“时间存折”志愿积分
制度，根据居民实际需求和志愿者服
务意向，以“月月有活动，人人都参
与”为目标，制订年度志愿服务计
划，鼓励志愿者为辖区居民提供志愿
服务。通过对志愿者志愿服务实行量
化积分管理，即志愿者每参与志愿服
务 1小时，“时间存折”中记 1积分，
充分调动居民志愿者力量和积极性，

广泛吸纳居民投身志愿服务、参与社
区治理、创新社区志愿者回馈激励机
制，进一步激活社区服务内生动力。

“时间存折”里的积分，不仅记
录了志愿服务的次数、服务时长，还
可以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方式回馈
志愿者，物质上可以用积分换取纸
巾、香皂、纪念章等物品，精神上通
过表彰会、颁发证书的方式鼓励积分
多的志愿者。

多彩活动奏响文明曲

社区结合时事热点、纪念日、传
统节日等，制定特色宣传主题，开展

“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共践行”、
“献礼母亲节——传承优良家风、践
行文明新风”、“端午粽飘香，情暖老
党员”送温暖、“月满中秋庆团圆，
共话和谐邻里情”等主题活动，弘扬
中华传统美德，践行文明新风，不断
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社区举办“童心妙笔绘长卷、共
学分类迎六一”等月度垃圾分类活
动，通过播放垃圾分类科普片，为居
民讲解不同的垃圾是如何产生的，又
应如何区分垃圾，鼓励争做垃圾分类
的先行者。通过围绕垃圾分类这一主
题进行创意作画和墙体彩绘等活动，
鼓励居民认真构思，结合自己所掌握
的垃圾分类知识，发挥奇思妙想，共
同绘制心中的绿色蓝图。

系列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传达了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的理念，让辖区
群众对垃圾分类相关知识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增强了生态环保意识，引领
了积极健康的社会新风尚。

一份招募令
聚起“志愿红”

荷 花 池 社 区 是 旧 城 改 造 项
目，地段较好、户型偏小，这些
居住特点吸引了很多大学刚毕业
的 年 轻 一 族 选 择 在 这 里 安 家 落
户。荷花池社区也成了名副其实
的青年家园。

为发挥青年党员、团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引领青春正能量，吹响
文明服务号角，2018年 8月，荷花
池社区团支部发布志愿者招募令。
很多青年闻讯报名，短短几天时
间，社区的志愿者人数就由一开始
的 67人猛增到 255人。还一度造成
工作电话占线、微信工作群信息爆
满的现象。志愿者服务队负责人介
绍说，成立初衷是希望团结广大有
志青年，最大程度发挥青年基层组
织的正能量，故取名“小青团”志

愿者服务队。

“青”尽全力
用行动温暖人心

“小青团”志愿者刘硕，是一名
高三学生，家住禧福荷堂 A区 3号
楼。偶然得知本楼腿脚不好的王奶
奶的老伴儿瘫痪卧床多年，生活不
能自理，儿女又都在外地，全靠王
奶奶一个人照顾。刘硕没事就去家
里，帮助老人打扫卫生，顺便还帮
老人代买些蔬菜。王奶奶感动得逢
人便说：“‘小青团’真好，让我又
多了一个亲孙女。”

青年志愿者不仅是志愿服务的
先锋，也是引领文明风尚的表率与
标兵。荷花池社区团支部让青年志
愿者当主角，小区每个单元，由2至
8名志愿者组成小分队，队长由党员
志愿者或优秀团员志愿者担任，通
过树立志愿者榜样，开展各项基层

治理工作。
基层治理没有旁观者，青年

不做时代的看客。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青年志愿者积极成立讲师
团 ， 拍 摄 演 讲 视 频 ； 每 天 发 布

“家长学校”居家锻炼视频，缓解
居家时的心理压力；在恶劣天气
下，主动搬送防疫物资，保障小
区防疫安全；漫天飞雪中，为高
龄老人送去包好的饺子，活动结
束后，清理路面的积雪和冰霜，
将“青团风尚”贯穿始终。真正
做 到 了 事 事 有 回 应 、 件 件 有 着
落，荷花池社区团支部打通青年
交流路径，集青春之智、举青年
之力，筑牢社区团建志愿网络，
搭建起社区与群众的“连心桥”。

志愿项目“小切口”
做活基层治理大文章

“为什么选择当志愿者？”“我想

为大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2022这
一年，社区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在荷花池社区的指导下，“小
青团”志愿者为小区环境的改变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

原来破旧不堪的花池，水泥土
壤散落一地，一下雨就泥泞不堪；
现在道路平坦了，花坛也焕然一
新。原来 A 区 3 号楼前的垃圾堆，
夏天恶臭难闻，苍蝇满天飞；如
今变成了休闲的小花园，舒适的
座椅、鲜花遍地开。原来小区内
垃圾乱丢、污水横流；现在分类
垃圾箱摆放整齐，垃圾箱旁边还
建有洗手的水池，居民在小区广
场健身时，低头就可见垃圾分类
主题的亲子地绘。原来楼道墙上
全是小广告，楼道停满电动车；
现在楼道建有党建专栏，每栋楼
都 有 自 己 的 主 题 ， 还 有 “ 微 心
愿”墙、图书角……这一切变化，
居民看在眼里，感念于心。

“现在小区有了‘小青团’志愿
者服务队，我们的生活方便多了，
小区环境更美了，志愿者真是为我
们办实事、解难题。”说这话的是禧
福荷堂A区的居民回文利。谈起青
年志愿服务队，大家都纷纷竖起大
拇指。

志愿服务让小区里原本陌生的
邻居，相互熟悉、相互了解，让真
情与大爱，汇成磅礴的正能量，促
进了家庭、邻里、社区间的和谐发
展。

如今，“小青团”志愿服务项目
已覆盖党建领航、团建项目、治理
创新、文明引导、民主协调、民生
改善的方方面面，这支队伍日益成
为正能量的倡导者、新风尚的践行
者。“我们将进一步做好动员工作，
争取更多人加入‘小青团’，增强青
年群体对社区的归属感，助力新时
代文明实践落到实处。”“小青团”
志愿者服务队负责人说。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提
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的
重要载体，是改善市民生活条
件和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是
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和促进经济
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沧州市
委、市政府始终把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作为不懈追求的奋斗目
标，持之以恒深化文明城市创
建，做了大量细致入微、艰苦
卓 绝 的 工 作 ， 把 创 城 融 入 日
常、把工作抓在经常，凝聚全
市上下合力，推动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不断取得新成效、迈上
新台阶。

包联共建，助力创城。市
生态环境局志愿者服务队带着
清 理 小 广 告 的 小 铲 子 以 及 抹
布 、 水 壶 、 扫 帚 、 簸 箕 等 工
具，集中来到所包联道路和小
区，对街道、站牌、墙体、路
灯 杆 上 的 各 类 乱 贴 乱 画 小 广
告，撕、涂、刮、磨，大家能
用的办法都用上了……这只是
我市创城过程中的一个侧影。
连日来，市区各单位党员干部
坚定“创则必成、战则必胜”
的决心，走上包联路段，走进
包联小区，对照测评标准，正
视问题差距，担当履职尽责，
以非常之力狠抓整治工作。通
过 绣 花 般 的 细 心 、 耐 心 和 巧
心，让包联路段和包联小区达
到干净、整洁、有序的目标，
力 争 让 每 一 条 街 、 每 一 个 小
区、每一个点位都成为示范区
域 ， 让 公 共 秩 序 经 得 起 “ 细
评 ”、 环 境 卫 生 经 得 起 “ 细
看 ”、 基 础 设 施 经 得 起 “ 细
查”，真正让“看得见摸得着”
的地方为文明城市争“面子”、
增“里子”。

宣传引导，全民参与。志
愿者们拿着宣传单页向社区居
民和路过行人对创城进行宣传
讲解，呼吁周边广大群众爱护
城市环境卫生，积极抵制“小
广告”乱张贴行为，积极主动
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共同营
造整洁舒适的宜居环境。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没有旁观者，
都是责任人。通过这次包联活
动，全市党员干部深入一线、
走进家中，向市民群众广泛宣
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意义，
引导市民主动从“袖手看”“拍
手赞”转变为“动手干”。鼓励
大家同损害公共卫生、破坏公
共设施、违反交通规则等不文
明行为作斗争，向破坏卫生环
境者说“不”，向城市管理中的
不文明行为说“不”。勇于指
出、纠正不文明行为，以主人
翁的责任感积极参与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从自身做起、从小
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争当文
明市民。

督导考核，力促实效。“二
号楼西侧消防通道停了两辆自行
车”……每看到一个问题，督导
考核组就会将问题登记在册。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标多、考核
细、要求严、难度大，我市通过
常态化督导考核进一步压实责
任、强化举措，督导考核组针对
当前还存在的车辆乱停乱放、卫
生死角、小广告乱张贴等问题，
持续开展“高频次”“地毯式”

“拉网式”检查。一个小区一个
小区去查问题、一条街道一条街
道去找不足和薄弱环节，深挖梳
理工作中存在的未被发现、亟待
治理的各种细节问题，建立问题
清单，逐个制定整改措施。同时
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整改一
个、销号一个，迅速补齐工作短
板，以踏石留印的工作作风、严
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
工作精神，把“规范动作”做标
准，把“自选动作”做漂亮，以
高质量的督导考核推动创建工作
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
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文明
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
我们要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当作
一个契机。为了人民、依靠人
民，对标榜样、争当榜样，推动
城市文明水平、发展水平、治理
水平来一次大进步、大跃升，让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强，奋力书写更高品质的
新时代城市文明答卷。

在运河区市
场街社区，有一
位人人都夸的

“健康顾问”，他
就是王庆。

王庆在沧州
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工 作 。 2014
年，在市场街社
区的支持下，他
和学生们共同成
立了一支善行社
志愿者服务队，
义务为居民提
供 健 康 服 务 。
无 论 酷 暑 寒
冬，王庆每周
六都会来到市
场街社区志愿
者服务站为辖
区居民免费开展
中医讲座、按
摩、拔罐等理疗
保健服务。7年
多来，从未间断。

为方便残障
人士诊疗，他定
期为居住在华西
小区的残疾老人
贾先生及其瘫痪
妻子提供上门义
务诊疗服务。他
还特意留下自己
的联系方式，以
备老人身体不适
时可以随时联系

到他。正是在这过程中，王庆深
切地感受到了老年人的孤独与失
落，于是又开始学习心理学，不
仅关注身体上的治疗，更把阳光
播洒到老人们的心坎上。

在王庆的带动下，善行社的
志愿者们扎根社区，开展了多项
社区志愿服务，志愿者也从开始
的8人发展到了35人，累计服务
群众 2000余人次，受到了辖区
居民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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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团”志愿者服务队

汇聚青春力量汇聚青春力量汇聚青春力量 共建美好社区共建美好社区共建美好社区
本报记者哈薇薇 本报通讯员 张 军 田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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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区铁路三角线社区

引领新风气引领新风气 奏响文明曲奏响文明曲
本报记者 哈薇薇 本报通讯员 孙萌萌

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

青年志愿者在社区积极开展宣讲活动青年志愿者在社区积极开展宣讲活动（（资料片资料片））

社区与辖区居民共度中秋佳节社区与辖区居民共度中秋佳节（（资料片资料片））
王庆为社区居民义务提供

上门诊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