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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万人野熟人社会冶再造记

新闻NEWS

社会组织是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的重要力量袁是社会协同尧公众
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袁是提
高治理社会化尧专业化水平的重
要渠道遥

山东省邹城市千泉街道文

博苑社区袁 一个容纳 8325户家
庭的城市新型社区里袁2.5 万余
名居民的生活图景正在被重新

定义遥 在蹲点采访中袁记者见证
了这个城市社区如何通过引入

和培育社会组织袁增加社区服务
供给袁补齐社会治理短板袁提升
社区治理效能遥

空间换服务
社区孵化 14家社会组织

砚墨初香，宣纸铺展，在文

博苑社区的书画课堂上，文博苑

书画协会的张建中老师，正细心

地为孩子们指导书法技巧。

书画协会是文博苑社区孵

化的社会组织之一。协会的成员

是一群退休的书画爱好者，奈何

无处安放笔墨春秋，只能在家中

的一方茶席上品茗论画。网格员

入户走访时，他们提出希望社区

提供一个交流活动场所。同时，

也有不少家长反映孩子有练书

法的想法。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社区迅速牵线搭桥帮助注册成

立了书画协会，由社区免费提供

活动场所，协会定期策划举办书

画课堂公益活动。协会成立以

来，累计为超 800名青少年和书
画爱好者提供了书画培训服务。

“前几天，听居民们闲聊，说

有些小孩看着体态不好。我们立

即与瑜伽俱乐部共同设计了体态

矫正课，帮助孩子们“挺直腰

板”。”文博苑社区社会工作者李

雪说，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吸引

了众多居民参与，“这主要是得益

于我们引入和孵化了社会组织，

为居民提供规范专业的服务。”

在走访过程中，社区党委书

记常殿军告诉记者，这些年来文

博苑社区党委秉持“空间换服

务”理念，通过外引内培的方式，

引进邹城市诗词楹联学会等社

会组织 4家，孵化乐智读书馆、
永年太极拳等社会组织 14 家。
在共建过程中，社区按照社会组

织需求改造建设集书画室、舞蹈

瑜伽室、传统文化室、少儿课堂

于一体的社区活动场所。截至目

前，文博苑社区服务中心累计组

织各类活动 1000余场次，服务
居民超过 2万人次。

服务聚民心
社团成员也是志愿者

新型社区居民大都来自不

同地方，彼此相对陌生，丰富多

彩的社团活动，拉近了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让“生人”变“熟人”，

“熟人”帮“熟人”，营造出其乐融

融的大家庭氛围。

63 岁的文博苑社区居民付
华阿姨一点也闲不住，她上午到

太极拳俱乐部打拳，下午去孟之

韵艺术团学习拉二胡，空闲时间

就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参

加社团活动，不光学到了新东

西，认识的人也多了。我们这些

老同志在活动里发挥余热，既为

社区出了力，又重新找回了价值

感。”付华说。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很多原

本难做的工作就变得简单了。今

年年初，因为楼上漏水干扰到楼

下，两家发生了激烈争执。恰好

认识其中一户人家的付华主动

出面调解，有了熟人从中说和，

双方态度迅速软化，一场邻里矛

盾就此化解。

“区别于乡村的熟人社会，城

市社区往往是陌生人社会。在探

索推进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我们

以社会组织活动为纽带，重建和

提升了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

感，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负责、

人人奉献的社区共治局面。”千泉

街道党工委书记房亚东说。

文博苑社会组织中 80%以上
的社团成员都加入了志愿服务

队，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补充力

量。千泉街道文博苑社区志愿服

务队成立 8年来，发展志愿者 400
余人，累计开展 960余次志愿服
务活动，志愿时长 3360小时。文
博苑社区先后获评山东省级文明

社区、山东省绿色社区、山东省综

合减灾示范社区、青年友好型社

区、老年友好型社区等称号。

需求变资源
打造造血式的野互赢模式冶

“这里食材新鲜，饭菜味美

价廉，服务态度也很热情，在幸

福食堂就餐真幸福！”文博苑社

区居民刘大妈说。

文博苑社区幸福食堂开办初

期，由于菜品单一、顾客较少，日

常运营依赖政府补贴维持。为打

破这一僵局，社区与邹城市餐饮

协会开展合作，引进专业团队，为

居民提供低价优惠的丰富菜品，

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就餐需求。

“我们每天会在群里发菜

单，经常和大家沟通菜品口味、

做法，吸引了大量居民光顾。如

今，我们的幸福食堂不光不需要

政府补贴了，还实现了盈利。”常

殿军说。

这种与社会组织合作的运

营模式，切切实实让企业得到了

利润、社区得到了收入、群众得

到了实惠。今年，该社区又在祥

生群贤府小区开办了第二家幸

福食堂，两家幸福食堂日均人流

量达千人以上，社区每年能获得

10万元收益。
“我们还根据群众需求，积极

引导其他社会组织，以低偿微利

的形式开展国学培训、经典诵读

等服务项目，并把收入全部捐给

社区慈善基金，用于开展各类活

动和孵化培育新的社会组织，为

社区发展注入蓬勃动力。”文博苑

社会工作者顾雯雯介绍道。

“公益+低偿”社区服务新模
式，实现了让需求变资源，用服

务换收益，不仅满足了群众多样

化的需求，还推动了社区运营从

“政府输血”向“自我造血”的转

变。文博苑社区探索的社区主

导、社团承办、收益反哺、服务群

众的闭环运行方式，有效推动了

社区发展、治理和服务的有机融

合，让社区与社会力量合作的

“大水车”稳健转动起来，为社区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渊据叶大众日报曳冤

胡斌是四川成都市武侯区

善工家园助残中心（以下简称

“善工家园”）的创始人，善工家

园每天为 270 多名“孩子”提供
托养照料、生活技能和社会技能

康复训练以及就业培训等。

“虽然他们很多都成年了，

但我们依然叫他们‘孩子’。”胡

斌口中的“孩子”，是指 3—59 岁
的心智障碍儿童和成人。

根据中国残联统计数据，我

国有 1200万—2000万名心智障
碍者（包括智力障碍、发育迟缓、

唐氏综合征、孤独症等）。

“善工家园的这 270多个孩
子里有一半都是孤独症，他们存

在认知、表达、沟通、学习和社会

互动等障碍，是失能程度最重、

照护压力最大的群体之一，同时

也是困难群体里最边缘化、困难

最多的一个群体。”胡斌说。

“阳阳，吃饭了没得？”“超

超，你今天耍得好嘛！”胡斌一走

进善工家园的教室，就热情地和

特殊“孩子”们打招呼。

尽管得到的回应可能是一

声尖叫、一段含糊的发音，抑或

一通手舞足蹈，但胡斌和老师们

依然每天热情地和“孩子们”交

流互动着。

“全托是我们的重点任务之

一。我们服务的大部分特殊‘孩

子’都是重度甚至极重度心智障

碍，他们生活自理能力弱，社会

技能缺乏，很多无法进行良好的

情绪行为管理，甚至有的‘孩子’

有一定的攻击行为。”胡斌说。

王颖给女儿在善工家园找

到了“避风港湾”。记者走进王颖

女儿所在的教室，在老师的指导

下，王颖的女儿正在练习扒蒜。

“这是在锻炼她手部的协调能

力，练习很久了，是托养生活中

的各种训练科目之一。”王颖女

儿的老师解释说。

王颖的女儿在这里找到了

很多“同伴”，肢体能力、认知能

力和生活技能也都得到了很好

的锻炼。“希望善工家园这样的

机构越来越多，更希望善工家园

能够一直在。等以后我不在了，

孩子也可以适应没有我的生

活。”王颖说。

杨淑华是善工家园的一名

特教老师，她至今记得带教的第

一批孩子中一个患有孤独症的

孩子：“妞妞无法控制自己，大喊

大叫，情绪随时爆发。我无法和

她交流，她会不停地重复着一句

话‘妈妈敷面膜’，又会突然说

‘找姨妈，找姨妈’……我不明白

她在说什么。

后来，杨淑华把妞妞每天的

行为、语言等一一记录下来细心

研究，努力寻找这些碎片化的语

言行为与妞妞自身的情感关联，

终于渐渐明白了妞妞独特的语

言。原来，“妈妈敷面膜”表示妞

妞觉得孤独，想要找玩伴；“找姨

妈”意味着她想要出门……

“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很特

殊。很多词汇都需要重复几百

遍，他们才会明白。虽然想要和

孩子们相处好、得到他们的信任

和依赖并不容易，但是一旦得到

他们的认可，他们回馈的就是最

纯真的爱。”杨淑华说。

在善工家园，“孩子”们或在

走廊自在穿行、或在教室跟着老

师指导专心玩耍或训练，他们的

眼神里透着阳光、动作上表达着

热情。

善工家园是 2011年在成都
市武侯区注册成立的非营利性

社会服务机构，拥有特殊教育、

康复治疗、心理支持、行为矫正、

生活照料和专业社工等岗位的

96名专职员工，有 5500多名注
册志愿者和 1000 多位捐款人。
目前是西部地区规模最大、涉及

智力残疾人服务项目类别最多

的专业化助残社会组织。

“善工家园承接运行着武侯

区残疾人服务中心的心智障碍

人士生涯服务项目，项目场地由

政府投资建设，费用补贴由武侯

区按照家庭经济状况和残疾人

等级补贴到每个接受托养服务

的家庭，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由

善工家园具体运营，提供对心智

障碍人士的餐饮照料、康复训

练、心理疏导等全日制托养服

务。”胡斌说。

善工家园会针对每个“孩

子”制作特殊儿童个别化教育计

划和成人的个别化服务计划，致

力于让每个心

智障碍人士获

得丰富且有尊

严的生活。

“也许‘托

养’这个词误导

了很多人。针对

心智障碍人士，

托养不是简单

的吃喝照护，更

不是‘关起来’

‘管起来’。我们

在做的托养实

际上是一种校

园式社会化的集体生活模式，服

务内容包含人际沟通、社会技

能、居家生活、休闲生活、社区生

活、实用学科、健康维护、工作人

格在内的多个领域。”胡斌说。

让这些特殊的“孩子”融入

社会，是善工家园的目标之一。

“为了让‘孩子’们具备更好

的生活能力，我们准备了社区活

动、定期购物、做家务、掌握社交

常识、与社会资源互动等多种训

练。同时，我们还为轻度心智障

碍的‘孩子’提供职业重建，希望

能帮助他们真正回归社会，像正

常人一样参与到社会生活中

去。”胡斌说。 渊据人民网冤

善工家园院270多名野孩子冶袁一半是孤独症

文博苑书画协会成员张建中在书法课堂上指导孩子们练习毛笔字

每逢传统节日袁善工家园都会组织孩子感受节日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