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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家园 打造社区教育样板
——记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康桥华城社区

在郑州有这样一个社
区志愿服务群体，他们由
老职工、老农民、老工人、
老干部、老教师组成，简称
“五老”。凭借着“文化兴
家园”的理念，这支平均年
龄65岁的队伍利用各自
所长，在不同领域发挥着
余热。

近日，记者走进二七
区大学路街道的康桥华城
社区，探访“五老”文化兴
家园的故事。
郑报融媒记者
刘伟平 文/图

邻里互帮互助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4月 11日中午，12岁的王智召像往
常一样放学回家。不过他敲响的却是邻
居家的大门。60岁的乔鲜听到敲门声，
笑盈盈地把王智召迎进门后便转身走进
厨房，把老伴刚做好的饭菜端上桌，王智
召搀扶着乔鲜坐下一起用餐。这温馨的
日常，像极了一家人的生活。

面对记者的疑问，王智召笑着说，自
己是来蹭饭的。家住对门，父母偶尔不
在家，就到邻居家吃饭。

王智召父亲王杰说，他们是 2008年
搬到康桥华城社区的，和对门邻居家时
间差不多。从那时起，两家就相处得很
友好。“他经常买些时令的蔬菜水果送
来，平时买东西也是见面分一半，可好
了。”提起这个邻居，乔鲜也是满口夸赞。

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这种现象在
康桥华城社区早已屡见不鲜。邻里之间
互帮互助的理念早已扎根在社区每户居
民的心底。

在市档案馆，有一份档案和马金凤
等名人档案一起被名人档案库永久收
藏。它的主人却是一位普通市民——一
名热心公益的67岁老人周慧玲。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专家团队成员、
河南省素质教育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
郑州市“五老”报告团副团长、郑州市教
育局关工委关爱专家团团长……尽管她
有多个头衔，但康桥华城的居民们最熟
悉的她，却是个有家国情怀的志愿者。

周慧玲在退休前一直从事教育事
业，教书育人 40年，2003年退居二线后，
闲不住的她致力于青少年教育、家庭教
育、社区教育。社区里的小孩子遇到打
架闹别扭、玩滑板碰人等状况，常常请周
奶奶帮忙到家里“说情”。

在康桥社区，和周慧玲一样热衷志
愿服务的“五老”人员有130多人。

今年 69岁的宋玉莲是文艺队队长，
也是独居老人。每天上午，她到康桥学
堂和大家一起唱唱跳跳，下午自己在家
学弹琴、葫芦丝、二胡等，学会了再教给
社区其他学员。

从 2009年起，社区兴办了“康桥学
堂”，组建了由上百位老同志参加的10支
社区建设志愿者队伍，提出了“文化兴家
园，共修上善之德，共建书香之家，共育
龙族传人，把康桥华城社区建成现代都
市中精神文化的华美之城”的社区教育
目标。经过8年的努力，康桥华城社区成
为郑州市社区教育工作的先进典型。

2009年，“文化兴家园”的社区教育
目标确立后，社区充分发挥“五老”觉
悟高、阅历深、乐奉献的优势，在“康桥
学堂”里，老同志们发挥专长，开设了
中华文化、家庭教育、心理健康、书法、
国际形势、文明礼仪、养生保健、声乐
舞蹈、朗诵艺术、模特表演、葫芦丝、空
竹等课程，义务为大家授课。在日常
生活中，“五老”志愿者人人做榜样，个个
是老师。

2012年，全市首个社区关爱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落户社区。社区党支部书记
刘俊说，社区能赢得这份信任，离不开周
慧玲和社区志愿者团队的辛勤付出和鼎
力支持。

除了做优秀的长辈，给小区里的孩子
们树立好榜样，志愿者们还积极帮助孩子
们实现梦想。

2013年，社区 10号楼的盲人小姑娘
王艺文在青少年宫举办音乐会，文艺队
的志愿者积极支持，连夜编排舞蹈为她
伴舞。

王军毅曾在小区做保安，18岁那年的
生日，是社区志愿者陪他过的，每个人上
台给他一个拥抱和鼓励，让这个缺少家庭
温暖的大男孩儿深受感动。两年后，他在
周慧玲的鼓励下继续求学，毕业工作后，
他还经常回社区看望志愿者们。

独居的韩大姐骨折了，同一楼栋的史
文芳、周金业夫妇连续 3个月为她买菜、
做饭，整理房间；70岁的朱洪德义务管理
棋牌室，负责打扫卫生、开门锁门，365天
尽职尽责；80岁的杨洪新在社区组建太极
柔力球队、建起书法室；王敬超每周五为
居民义务理发……逢年过节，大家都会给
空巢老人和物业服务人员送温暖，端午送
粽子，中秋节送月饼，冬至包饺子，腊八聚
在一起熬粥。

如今，社区邻里间已经形成了“困难
有人助，病了有人望，喜事有人贺，白事都
到场”的风尚。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品牌叫响全国

有交往才有交流，有交流才有交融。
“2008年，刚建成的康桥华城是大学

路上数一数二的好小区，楼房高档、绿化
美丽，可高空抛物、随地乱扔垃圾、未清理
的宠物粪便等不文明现象随处可见。特
别希望我们的家是一个温馨的地方，希望
我们康桥是一个新的精神文化村落。”说
起初衷，社区志愿服务队发起人周慧玲如
是说。

“康桥志愿者工作法”的核心是 10个
要素：一个倡导者与一个智囊团；一个思
想交汇的平台和开展各项活动的场所——
康桥学堂；一个理念——进了康桥门，都是
康桥人；一个梦想——文化兴家园；一群带
头人——各文化建设志愿服务队的负责
人；一个雷锋团队——10个志愿服务队；
一个好当家——康桥华城社区党支部、居
委会；一个好管家——河南太平世家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华城服务中心；一条行之有
效的途径——修善、行善、劝善、道善；一个

良好的外部环境——社会支持系统。
通过多年的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社区

居民已经从“同在屋檐下，相见不言语”的
陌生人发展成了情系一处、心连一起的亲
人：8年来，康桥华城社区和志愿服务队共
同新建“康桥学堂”、打造社区一家亲的鱼
水工程、邻里情的民亲工程，让居民们实
现交往、交流、交融。

周慧玲和雷锋团队的工作受到了中
央文明委的关注。2016年，在中组部、中
宣部、中央文明委联合举办的“四个一百”
评比活动中，康桥华城社区获得了“全国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的称号。

“通过文化兴家园志愿服务探索出一
条文化养老、精神养老、健康养老、科学养
老、奉献养老的居家养老新模式，通过文
化服务、文化建设、群众自治，走出一条实
现社区公共文化管理的社会管理新途
径。”这是周慧玲的梦想，也是康桥居民们
为之努力的方向。

热衷志愿服务“五老”发挥余热

薪火相传 志愿服务之花遍地开

社区里的“康桥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