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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文平的经

历可以在当下收获许多共鸣。父母来城里和自己

同住，没过两天就觉得无聊，吵着要走，尤其是在小孩能够

独立之后。孩子们上学，青年人上班，老年人待在一个陌生

的社区里，总会显得空落落。

网罗城乡民生需求———

浙江各类社会组织多角度深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古荡街道辖区内青年人才

众多，如何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

安顿这些随子女迁居而来的年

迈的“新杭州人”？关注到这一需

求，古荡街道益之家社会组织服

务站的“老漂吧”应运而生，为随

迁老人提供了交流聚会的空间，

服务站还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开

办多种老年兴趣班，小小的老漂

吧里传来了天南海北的笑声。

“青年人也可以来这里报兴趣

班，都是免费的。”王文平说道。

从城市阳台的亚运服务站

到基层社区的老漂吧，从数字经

济联合会的“高大上”到村级慈

善组织的“小而美”……浙江省

民政部门积极发挥各类社会组

织专业性强、服务面广的独特优

势，在社会服务和基层社会治理

领域多点开花，为推进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找到了

重要抓手，提供了宝贵经验。

服务精度高
社会组织聚焦新需求

老漂吧的下棋声、居民的议事

声、小孩的嬉闹声……走进古荡街

道益之家社会组织服务站，各种声

音传入了耳中。这里像是个百宝

箱，图书室、心理咨询室、成长驿站

等应有尽有。作为西湖区第一批旗

舰式民生综合体，这里的面积达到

了 7200余平方米，为周边居民提
供各类服务，也是街道社会组织和

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孵化基地。这

里目前有实体社会组织 7家，项目
合作 11家。

其中颇有特色的“善粮公

社”由第三方杭州市健康社区服

务中心负责运营，所有物资均由

爱心企业和个人捐赠，采取以

“幸福币”兑换产品的方式发放

物资，为低保、低边等困难人员

提供服务。目前共收到物资总价

值约为 10.38 万元，累计发放爱
心食品及用品价值 7.6万余元。

在中秋、腊八、元宵、端午等

传统节日节气，这里也会开展知

识科普、二手物资快闪等活动，

同时还根据困难群众的自身需

求和家庭情况，设计居家志愿、

心理咨询、上门探访、代购代送

等特色服务。“做公益不仅是社

工志愿者的事，所以现在我们这

里的居民做公益也会收到幸福

币，也能参加兑换，我们由此希

望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参与进来，

忙碌起来，共同为美好生活努

力。”王文平说。

最近同样开始忙碌的，还有

位于杭州城市阳台的亚运青年

V站。再过两个月，杭州亚运会
即将开幕，来来往往的游客常会

选择在这里拍照打卡。荷兰小伙

Thijs这几天也因此有些忙碌，热
心公益的他最近主动担任了志

愿者们的“临时”英语老师。“我

对公益很感兴趣，所以过来教一

教最简单的表达。”

他或许没有想到，眼前这座

功能齐备的亚运青年 V 站一年
多以前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核酸亭。防疫政策调整后，四季

青街道四叶草公益服务中心接

手了这里的运营，将其改造成为

了集问路、急救、亚运知识宣传

为一体的志愿服务驿站。

“这里最近每天都要服务近

百人，大家主要是来问路的。”

四季青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表

示，即便如此，志愿者们也都已

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应急培训。

“像心肺复苏、灭火器的使用这

些技能我们是要保证志愿者们

人人都会的。”

志愿者们的行动在某种程度

上象征了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是

需要不断精进的。对于这一点，宁

波市甬尚慈善社工服务中心主任

杜燕美也感受颇深。“我们现在发

现，之前的慈善模式不管用了，光

靠送钱，并不能达到好的效果。”

为此，甬尚慈善社工服务中心与

当地有关部门打出了全省首个社

工+慈善模式，致力于运用专业社
会工作的方法将社会慈善资源转

化成精准化、精细化的社会服务。

“比如说，家长得了病该怎么

跟孩子开口，这个我们都有专门

的社工去帮助。”杜燕美介绍道，

目前，中心已有入驻的慈善类组

织和慈善项目共 13个，每周开展
各类活动平均超过 30场次，年度
开展活动量超过 1800场，为超过
50 个公益慈善组织链接慈善项
目资源，链接资金超过 600万元。
“总而言之，我们就是把那些希望

做好事的人和企业所注资的资金

变成实实在在的项目，帮到实实

在在的个体。”杜燕美补充道。

覆盖范围广
社会组织网罗城与乡

走在深溪村的龙鹫步道上，

村长柳国飞对于村子里的新变

化产生了感慨。“这条路上的石

板、石子都是村民们自己拿来

的。”与都市里的情况不同，村里

的社会组织最初源自乡贤，而发

动大家来修这条步道的，正是由

乡贤团体发展而来的思泉社会

服务中心。

此外，溪坑清道夫、深溪红

党员团队等社会组织也在村子

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今天的

深溪村，各个档次的农家乐都

能被游客找到，在乡村振兴的

道路上，社会组织积极发挥着

作用，招引而至的深溪飞鸟骑

行公园等项目正帮助村子把年

轻人“拉”回乡下，而正在孕育

的深溪草帽编织产业也将在不

久地将来给养老等社会保障体

系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带来更

大的收益。

杭州市萧山区宁新村的传

化基金会创立之初的想法与之

类似。同样是希望在当年养老体

系尚未覆盖农村之时起到了关

键作用。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
5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都可以每
月领到一笔补贴，而且年龄越大

补助越多，大病补助最多则可以

领到 8000元。
“传化当时做这件事是从十

多年前开始的，别看这一点钱不

多，但对于我们老人而言，当时

那可是唯一的收入。”宁新村老

人高永光今年已经 70岁，享受
养老补贴已有 10 年的时光，目
前可以拿到每年 960 元的生活
补贴。

除了农村地区以外，城市的

边边角角历来也容易成为社会

治理的“盲区”。铁路沿线地带更

是如此。隶属宁波市鄞州区白鹤

街道黄鹂社区的鹂西走廊因其

沿着铁路沿线而建，时常会引得

年轻人拍照打卡的，实际上，这

里曾经是一条杂草丛生、违建众

多的破败小巷。针对这一情况，

鄞州区社区发展基金会先后投

入 200余万元，并引导机关事业
单位、爱心企业和个人接力进行

社区环境整治改造。

通过共商共议，着眼老旧小

区治理提升的难点痛点，使其华

丽转身，而后又引入了咖啡馆、

射箭馆等各类年轻人喜欢的活

动项目。原先破败的三不管地带

一下子有了生气。

同样是在宁波市鄞州区，

东钱湖镇清泉社区“三和”志愿

服务中心的“共享奶奶”项目让

原本疏远的城市邻里关系有了

深入下去的纽带，袁佩君等一

批退休老人义务帮带、接送社

区内上班族居民的孩子，传出

了一段“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

佳话。而在鄞州区社会组织创

新园里，这样的社会组织还有

很多。

作为数字之城，对于数量庞

大的老年人群体，杭州也有自己

的作为。杭州市数字经济协会围

绕着“数智杭州·宜居天堂”的发

展导向，对接各区县市科普需

求，根据老年人等科普受众的特

点定制化讲堂。让越来越多的百

姓了解数字经济，更好地共享数

字化发展成果。“比如说，老年人

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如何防诈

骗，这些内容我们都会在讲堂里

开设的，我们还会教他们视频剪

辑等一些新的技能，丰富退休生

活。”杭州市数字经济协会负责

人介绍道。

“搭好平台、赋能增效，我

们希望充分发挥好社会组织的

优势，提供更加丰富、细致的服

务。”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江宇

表示，下一步，浙江将继续盘活

社会资源，积极投身到基层社

会治理中，通过培育、孵化、扶

持、服务，引领社会组织释放正

能量，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省域

范例。 （据浙江在线）

古荡街道益之家社会组织服务站老漂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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