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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善”文化 汇聚“善”力量
济北街道澄波社区打造“尚善至美”文化品牌

通讯员 肖慧

在济阳街道田家村，每当暑假，
村里的孩子们便迎来了一个特别的
假期生活——— 乡村爱心大讲堂。这个
项目不仅解决了家长们对孩子假期
学习与安全的担忧，也让孩子们拥有
了一个充满乐趣的夏天。

过去，村里儿童的暑期生活单调
且缺乏安全保障，由于乡村教育资源
和兴趣活动设施相对
匮乏，许多家长因外
出务工无法照顾孩
子，孩子们往往只能
独自待在家中，面临
诸多安全隐患。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田家
村两委决定利用村里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作为教学场地，邀请
村内大学生志愿者担
任教师，开办乡村爱
心大讲堂。

据田家村党支部
书记徐光松介绍，今
年已经是大讲堂举办
的第三个年头，共有
23名孩子报名参加了
乡村大讲堂，年龄集
中在7至12岁之间。同
时，3名本村的大学生
志愿者加入，成为孩
子们的“小老师”。

爱心大讲堂不仅提
供作业辅导，还开设
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
程。共青团济阳区委
提供了手工材料和普
法教育；济南市阅读
协会每周会为孩子们
带来国学、阅读和太
极拳等课程；市中区
警察协会捐赠了图
书，并与孩子们分享
读书心得和从警经
历；村两委成员也会
抽空为孩子们讲述红
色历史故事。

徐金环、徐克、徐良三姐弟的故
事更是激励着大家。大姐徐金环已在
山东省科学院工作，正与山东矗峰重
工机械有限公司洽谈合作项目，希望
能为家乡经济贡献力量；二姐徐克正
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就读；弟弟徐良
则刚刚被山东科技大学录取。徐克和
徐良都参与到了本次乡村爱心大讲
堂的志愿服务中来，弟弟徐良说：“在
我们三姐弟求学期间，村里给了我们
很多帮助，现在我们都学有所成了，
愿意为村里的孩子们做点事，让孩子
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村里利用暑假时间给孩子上
课、做作业，还讲些防火、防溺水、防
诈骗的知识，尤其是我们徐书记，从
早盯到晚，给我们解决了孩子放暑假
没人看的大难题。”田家村村民付延
华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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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济北街道高度重视脱贫家
庭学生教育帮扶工作，利用暑假学生在家
时机，扎实开展入户走访工作，确保脱贫家
庭学生享受资助政策全覆盖。

一是入户核实。通过组织村居干部、帮

扶责任人入户、数据比对，逐户核实脱贫家
庭子女受教育情况及学费减免、助学金发
放等政策落实情况。二是宣传政策。入户
时，村居干部、帮扶责任人向脱贫家庭学生
及家长宣传各项教育资助政策，详细讲解

申请程序、资助标准、资助范围。三是建立
台账。根据摸底调查的情况，及时更新脱贫
家庭学生信息台账，发现问题立即与教育
部门沟通，确保应享尽享。

（骆慧娟）

济北街道开展脱贫家庭学生教育帮扶工作

通讯员 胥帅 武庆富 张超群

赋能阵地融合
打造幸福社区“新高地”

澄波社区坚持“办公场所最小化、服务
空间最大化”的理念，将传统一站式大厅改
成开放式环境，打造了水畔客厅、乐活乐
园、湖畔书屋、芳华瑜舍、丹青天地、文明实
践大讲堂、润玉成长学院、24小时自助图书
馆等11个功能科室，为居民提供宣传教育、
组织动员、滋养精神的活动场所，构建家门
口的“嵌入式”服务；以社区邻里中心为核
心，以居民步行15分钟的日常出行范围为
界，链接20余家企事业单位和商户，整合周
边公共要素，以“打造尚善文化圈里的幸福
生活”为主线，推出“商业+公益”运营模
式，统筹规划布局“便民服务、文化、体育、
教育、医养”五大特色生活场景，推动社区
便民生活资源圈便利化、品质化升级，覆盖
面积约0 . 6平方公里，使得社区居民休闲、
生活、健身活动更加便捷、适宜。

细化活动类型
搭建便民服务“大平台”

澄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居民的
精准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细化居
民需求聚焦“一老一小一青年一妇女”生命
全周期开展服务，打造了“休闲时来吧—老
年大学”“放学后来吧—儿童友好”“下班后
来吧—青年夜校”“想就业来吧—社区‘微’
业”等一系列“社区合伙人”品牌服务项目，
开展“青年夜校”、老年大学、寒暑假托班、
儿童培训基地等品牌活动，每周设置国学
体验、器乐教学、文艺观演、公益讲座等多

重丰富多彩的活动课程，孵化出“送你一把
金剪刀”剪纸社团、“指尖的乡愁”柳编社团、

“金麦穗”葫芦丝社团、“大拇指”家政社团等
16支社区社团，覆盖学员200余人，成员们可
以通过“吹拉弹唱演”等形式开展“党的声音
进万家”“文明实践靠大家”等形式多样的志
愿服务活动，形成了“兴趣爱好+专业所长+
服务项目”为一体的增能服务，在引导居民
自主选择、主动融入的同时让社区服务更具
吸引力，建设力量更加壮大。

汇聚组织资源
凝聚社区“大和谐”

为有效发挥社区“朋友圈”的集成资
源，凝聚服务合力，澄波社区充分发挥城市
社区地缘优势，积极发动共建联建单位、

“双报到”单位及党员、社会组织、爱心商户
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通过圈内链接集聚
资源，引入了济阳区人民医院、济北口腔医

院、天籁琴行、琳晗瑜伽等资源，倾力打造
了文艺队伍、老年大学、上善学堂等多个文
化服务项目矩阵，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针
对辖区内的老人、孕妇、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推出“比邻医馆”品牌服务，让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以“医养结
合”的理念开设手指操、孕妇瑜伽、分娩体
验等宣讲体验课程；链接能人巧匠打造“便
民生活馆”品牌，设置理发、磨刀、缝补、照
相等多种便民服务活动，以“小活动”激发

“大活力”，为建设更有温度、韧性与活力的
社区持续赋能，形成多方联动、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生动局面。

下一步，济北街道澄波社区将以“善”
为核心，紧紧围绕“碧水澄波 尚善至美”
社区文化品牌，通过迎进来、走出去等各种
灵活多样的方式，孵化一批新时代文明实
践项目，大力弘扬时代精神，积极引领群众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浓厚的

“善”文化氛围。

“平时没事就和姐妹们来这里练练瑜伽，大家在一起有个共同的爱好，不仅锻炼了身体，心情也格外舒畅……”走进澄澄波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送你一把金剪刀”剪纸社团、“指尖的乡愁”柳编社团、“金麦穗”葫芦丝社团等开展的各类活动动深受居民喜爱。

今年以来，澄波社区聚力文化社区建设，以“水润善育、水汇善聚、水容善治、水柔善下”的“四善”文化体系为依托托，创新推出“四
微善治”工作法：塑造“善”形象，打造微品牌；依托“善”文化，嵌入微阵地；汇聚“善”力量，成立微组织；走好好“善”治路，推出微服务，着
力打造“碧水澄波 尚善至美”文化社区品牌。

“金麦穗”葫芦丝社团深受社区居民喜爱。

社区孩子们在学习器乐。

爱心大讲堂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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