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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
江区大同街道一心社

区街头人流熙攘，很多年轻人早
早出门，开启新一天的工作。

在一心社区的 1.5 万常住人
口中，青年群体占比达 40%。 如何
让青年生活舒心、事业顺遂，如何
让蓬勃朝气融入社区发展？ 近年
来，一心社区持续完善配套设施、
帮扶就业创业、创新参与模式，青
年发展型社区逐渐成形。

完善配套设施
生活便捷舒适

宽阔的道路两侧，高层居民

楼林立，各类车辆有序停放在划

定区域内。“社区里外整洁，停车

位、充电桩分布科学，数量也足

够。”社区居民李梦瑶一家 2021
年从外地搬来，“这里没有老城

区的喧嚣杂乱，居住体验很好。”

炸油条的滋滋声，面馆里的

香辣味儿，食客来往，一心社区

的早晨烟火气十足。传统的餐饮

店铺，琳琅满目的咖啡厅、轻食

店，李梦瑶说：“生活中的选择越

来越多。”为适应青年习惯，一心

社区引入了 3 家规模不一的生
鲜超市，让居民下班归来仍买得

到新鲜食材；节假日聚餐团建需

要去处，装潢新潮的饭店酒馆也

在周围陆续开业。“今年年底社

区食堂就要建成投用，菜品还会

征求居民意见。以后如果不想做

饭，我们一家就去吃食堂。”李梦

瑶笑着说。

走在去往“壹心·里”社区综

合体的路上，牵着孩子手的家长

多了起来。每逢寒暑假，他们都

将孩子送到综合体里的社区托

育中心。幼教老师接过书包，孩

子们热闹地玩在一起，家长安心

地走向工作岗位。

托育中心开业以前，工作与

家庭的矛盾一直困扰着李梦瑶。

她道出青年父母们的难处：“夫妻

俩都要上班，孩子假期无人照顾；

家中老人上了年纪，也很难时时

帮忙。”一心社区引入专业的普惠

托育中心，已经陆续接收 50多名
儿童。教学体系科学全面，智慧管

理系统实时将孩子情况展示给父

母，托育中心条件优越，收费还比

市场价低了一大截。“现在孩子有

了优质的成长环境，我们也能放

心工作。”李梦瑶说。

一座社区综合体，为青年居

民带来日益便捷的生活。政务窗

口前，日常所需业务基本实现一

站式办理；图书馆、电影放映厅、

健身房……齐备的休闲设施令

人眼前一亮。大厅内的桌椅免费

提供给居民，会议室也能预约使

用，傍晚时分这里仍人气不减，

年轻人三五成群坐下，围绕疑难

工作展开热烈讨论。

夜幕降临，社区里散步的人

多了起来，不远处的凤凰湖湿地

公园是青白江区地标之一，如今

也更具青年元素。主路拓出了夜

跑跑道，公园一角有了滑板广

场、平衡车场地，涂鸦绘画也有

一席之地。一处空地上，悠扬的

吉他声响起，音符里流淌着年轻

的心情……

提供优惠政策
拓展成长空间

精致的蛋糕新鲜上架，客人

排起长队。咖啡香气四溢，饮品

吧台同样订单不断。位于社区综

合体的一家手作甜品店生意火

热，店员们正奔走忙碌。

“多亏社区帮扶”，好不容易

得闲，店长顾新擦了把汗，打开了

话匣子。他一直有开甜品店的打

算，但在外开店至少需要上百万

元资金，只得将想法搁置。去年社

区综合体建成投用，开始招募“青

年合伙人”，他马上赶去报名。“装

修是现成的，社区还给减免租金，

可以‘拎包入住’。”仅用 20万元，
顾新就把生意做了起来，店员也

都是本社区青年。一心社区党委

书记谢伟贤介绍，社区综合体在

规划时就预留了青年创业空间，

“尽可能为青年人提供创业机会，

让他们留得下、成长得好。”

成立居来居往社区社会企业

和社区微基金，一心社区以“平

台+青年合伙人+基金”空间合作
模式助推创业，吸纳了 6家青年
合伙人。以顾新的甜品店为例，社

区在经营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店

铺则将销售收入的提成交给社区

社会企业，同时每笔订单都会向

社区基金捐赠 0.5元，这些收入可
以反哺社区公益事业。“青年圆了

创业梦，也将自己的事业与社区

发展联系到一起。”谢伟贤说。

顾新对此感触尤深。作为“合

伙人”，他坚持诚信经营，保证店内

餐饮物美价廉，自发利用节假日组

织公益活动，将制作甜品的手艺传

授给街坊邻里。“久而久之，我的店

真的成为社区的一部分。”这份担

当被大伙看在眼里，转化成信任，

甜品店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邓大哥，我找到工作了，谢谢

你们！”收到毕业生刘颖发来的信

息，大同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邓源朝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今年一心社区内有高校毕业

生 118人，从去年 11月起，邓源
朝就与社区劳动协管员开始走访

摸排，社区还专门建立了一对一

帮扶机制。“有空就往企业跑，把

用人需求一一记录下来，再根据

毕业生的就业意向精准推荐。”邓

源朝不仅用心牵线搭桥，还为刘

颖整理了简历制作、面试等求职

所需知识要点，帮她成功入职一

家工业企业。目前一心社区的毕

业生绝大多数已经落实就业。“帮

年轻人迈好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我们欣慰又骄傲。”邓源朝说。

创新参与模式
线上线下联动

不带讲稿，席地而坐，今年 7
月，20多名青年居民在一心社区
举办职场脱口秀。从分享心得到

探讨工作环境，大家聊得火热。

时下，青年人生活工作节奏

加快，兴趣趋于多元，传统的社

区参与模式不仅成本高，吸引力

也不足。“得想出新点子，把青年

吸引到社区事务中。”一心社区

党委副书记陈勇决定着手组建

社区青年自组织。

线上参与为主，以共建共治共

享为原则，青年们根据专业特长组

成社区治理、宣传策划等技能公

会，一心社区开始探索。联合专业

机构建设数字社区，线上线下，青

年阵地热闹起来。投票立项，走访

调研，制定方案，最终分工执行，事

务虽在网络上敲定，流程却人人参

与，毫不马虎。打造社区咖啡厅，设

计社区勋章，邀请青年企业家、学

者举办线上茶话会，年轻人的创意

出彩，远超陈勇预期。目前一心社

区青年自组织吸引了来自本社区

和成都各地的青年 140多人，外围
成员超过 1000人。
“亲手让创意在社区变成现

实，成就感满满。”职场脱口秀的

发起者刘莹说。通过自组织，青

年找到志趣相投的同伴，得到发

挥专长的机会。社区不再大包大

揽，转为提供组织、资金等方面

的支持，帮助青年将想法实现。

“自组织鼓励着青年人更深度

地融入社区治理。”陈勇告诉记者，

如今在居民大会、议事团中，出席

的青年居民越来越多，原本在网络

聊天室举办的脱口秀等活动也开

始走下“云端”。一心社区还推动 19
名青年党员、81名青年进入“微网
实格”治理服务体系，如今他们已

成为治理工作的中坚力量。

询问老人是否按时服药，给

房间做点简单清洁，来到邻居高

阿姨家，青年网格员代琴琴忙活

起来。成为网格员的 1年来，她工
作积极性很高。助老助残，科普宣

讲，志愿服务，“空闲时间少了，生

活却充实起来。”代琴琴说。

“未来，成都市将全域推进

青年发展型社区建设，持续推出

符合地方特色的青年工作品牌

项目。”共青团成都市委书记王

冬冬说。 （据《人民日报》）

成都大同街道推进社区服务精准化
帮扶就业创业 鼓励参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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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是亚洲大家庭

相聚一堂的体育盛会。赛场之

外，千千万万个杭州小家庭同样

热情拥抱着远道而来的朋友，在

点点滴滴的志愿服务中与亚运

会同呼吸、同感受。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杭

州临平体育中心体育场，准备观

看亚运会足球比赛的观众陆续

地到达检票口。不远处，“临通亚

运”志愿服务队青年志愿者戴阳

正有条不紊地引导乘公交车而

来的观众找到观赛入口。

据了解，这支志愿服务队由

42名来自临平区交通运输局和临
平区交通集团的志愿者组成，主要

负责亚运会场馆周边的交通服务

保障工作。除志愿服务之外，他们

每日仍需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戴阳平日里是交通工程项

目负责人，曾参与当地高速入城

口迎亚运提升改造工作。由于本

职事务繁忙，他便与志愿服务队

的队友商量，将自己的服务时间

安排在午休及晚上下班后。

“如果手头实在有紧要工作，

大家都会帮忙顶上志愿服务的任

务。能够在家门口的亚运会展现

出东道主的热情，对我们来说是

非常难得的机会。”戴阳说，自己

早出晚归的工作离不开妻子的支

持。在某个雨夜，妻子还特意为他

送来了雨衣、雨伞等雨具。

杭州亚运会期间，所有观众

可以持门票免费乘坐公共交通。

对于部分老年人而言，在智能手

机上调出用以乘车的“亚运

PASS”码并不简单。已成家立业
的戴阳在面对此类情况时，总会

多几分耐心与温柔，不厌其烦地

解释使用步骤。

正因这群奉献于交通一线

的志愿者，在中国女足亚运队获

得小组赛首胜后的一小时内，

1500 多名观众得以顺利乘坐接
驳公交车从场馆来到附近地铁

站。戴阳很欣慰，让观众顺利赶

上比赛、帮助其安全回家，就是

他亚运志愿服务工作中收获的

快乐与意义。

在杭州，用志愿公益服务帮

助市民生活更美好并非迎合亚运

会的特意之举，而是颇有年数的

“老传统”。杭州亚运会开幕以来，

67岁的“武林大妈”志愿服务队
（以下简称“武林大妈”）队员俞翠

英有些忙碌。今年是她在志愿服

务岗位坚守的第 15个年头。
记者见到俞翠英时，恰逢几

名哈萨克斯坦运动员路过武林

大妈亚运志愿服务亭。“Hello!
Welcome! ”在俞翠英的热情招呼
下，外国运动员们品尝了一杯爱

心凉茶，纷纷为其“点赞”。

“我们这个服务亭靠近武林

夜市，平时人流量就大。现在亚

运会开了，明显感觉外国朋友更

多了。那我们就想着学一点基础

的英语和国际礼仪，能够和国际

友人交流一点，也是对他们的尊

重。”俞翠英话音刚落，便有游客

询问前往西湖的路线。

“你是要去断桥还是六公园

呢？要赏湖景往这边走最好了。”

细致的指引中，是“武林大妈”对

中外游客的友好热情和对城市

环境的了然于心。

除免费茶水与道路指引之

外，杭州亚运会期间“武林大妈”

还增加周边巡逻的频次。日行两

万步，已是他们的日常。

事实上，“武林大妈”并不局

限性别和年龄。这个国庆假期，

16 岁女生常心怡就主动拉上家
长加入“武林大妈”的队伍。

其母亲开女士表示，原本计

划一家回到浙江湖州与家中长辈

共度中秋、国庆双节，但孩子希望

能够利用闲暇时间为亚运会添一

份力，便带着她每天驱车三个小

时在湖州与杭州之间往返。

而开女士本人同样热心于

亚运志愿服务，曾在亚运火炬传

递现场进行秩序引导。她很高

兴，志愿服务的“薪火”能够在母

女手中接力。

由一个人带动一个家，由千

千万万个家汇聚一座城，杭州人

民的热情就如漫天繁星，在城市

侧将亚运会点缀得更为“浪漫”。

据杭州市文明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杭州已有 148万余
名市民报名成为“爱杭城”亚运

城市志愿者，已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近 50万场次。
可以说，在观众奋力高呼的

呐喊中，在志愿服务者无微不至

的关照中，在各行各业坚守岗位

的汗水中，“让远方的朋友宾至如

归”正在成为现实。 （据中新网）

城市志愿者观察：与亚运同呼吸、同感受

“壹心·里”社区综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