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4月20日 星期四
编辑：景静 美编：高磊 校对：海梅E04 报 聚焦二七 时

2008年初搬来时，邻里都不
认识，更无来往。从“逐个拉拢”
一起玩到志愿服务成为居民的习
惯，志愿者们用了一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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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丝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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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慧玲说起志愿者的故事，

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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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玉莲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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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间形成了“困难有人助，
病了有人望，喜事有人贺，白事都
到场”的风尚。

■编者按
近年来，二七区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引领”，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强势推

进，连续5年荣获郑州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区、郑州市志愿服
务工作先进单位和“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考核一等奖。

目前，全区已注册志愿者7.6万余名，130余支特色志愿服务队，实现了
志愿服务全覆盖；推出了周慧玲工作室、顾殿明学雷锋基地等特色志愿服务
项目。大学路街道康桥华城社区当选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的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今天，我们就走进康桥华城社区，看看“五老”志愿者如何助力社区教育。

大学路街道康桥华城社区
充分发挥“五老”优势 搞好社区教育

“娘，我回来啦！”4月 11日中午 12
点，一阵清脆的敲门声响起，60岁的乔
鲜应声而出，把一个 12岁的少年迎回
家。她转身进厨房，端出老公刚做好的
饭菜，少年则到客厅搀着奶奶，一起去
用餐，像极了一家人的生活。

少年叫王智召，正读小学六年级。
他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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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是
我们老家的叫法，称呼比爸爸大的女
性，觉得她比较亲才这么叫。”

王智召的父亲王杰说，他们是2008
年搬到康桥华城社区的，和对门时间差
不多。从那时起，两家就相处得很友好。

“他经常买些蔬菜水果送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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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郑州市档案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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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主人是周慧玲，一名热心公益的
67岁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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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教书育人，2003年退居二线
后，周慧玲致力于青少年教育、家庭教
育，如今又力推社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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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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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文化兴家园”）。经过 8年的努
力，基本上实现了“十个融合”，成为郑
州市社区教育工作的先进典型。

腊八节，志愿者聚在一起熬粥 社区“美德好少年”颁奖典礼

2008年的康桥华城，也曾有高空抛
物、随地乱扔垃圾、不及时清理宠物粪
便等不文明现象。现在，小区的文明氛
围让外来参观者很羡慕。

周慧玲说，院里有许多樱桃树，往
年樱桃尚未成熟就早早被人摘光。于
是，她在树上挂了个提醒牌，写道：“让
红樱桃挂在枝头是康桥人生活红红火
火的象征，大富大贵的象征，文明修养
的象征，家旺业旺的象征，感谢各位邻
里乡亲为我们共同的家园修福、添贵
所做的贡献——让我们一起护佑红樱
桃吧！”

当年，樱桃全红了时依然挂在枝
头，引来小鸟啄食嬉戏。“有一天一大
早，我拿着相机蹲在树下想抓拍几张
图，没想到一个晨练的人过来劝我看看
提示牌，不要摘樱桃。”周慧玲提起此
事，很是高兴，“说明大家对志愿者工作
的认可，文明之风成为生活习惯。”

经过8年努力，社区居民从“同在屋
檐下，相见不言语”到走出家门，通过文
化志愿服务活动，社区、物业和居民，情
系在了一处、心连在了一起。

大家打趣地说：“康桥华城好景观，
德音雅乐云头转，唱着跳着过日子，还
不误为儿孙做三顿饭。”

提及康桥华城“文化兴家园”社区
建设的经验，周慧玲总结说，小社区是
大社会的根本，社区兴则大国兴，康桥
人的“文化兴家园”幸福小梦，连着民族
复兴的中国大梦。

康桥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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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志愿者
文化兴家园

做优秀长辈，投身社区教育

宋玉莲 69岁，是文艺队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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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等。“我先学，学会了再教给大
家，日子很充实，心态很平和。”

很难想到，3年前，她因老伴
去世备受打击，把自己关在家里
半年。她说，志愿者团队把很多
孤独的老人拉出了家门，又用丰
富的活动充实了大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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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兴。

王军毅曾在小区做保安，十八
岁的生日是社区志愿者陪他过的，
每个人给他一个拥抱和鼓励，让这
个大男孩很感动。两年后，他在周
慧玲的鼓励下继续求学，毕业工作
后，还经常回社区看望志愿者们。

曾经相见不相识，如今亲如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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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通则心连
心连则民亲5

在二七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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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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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大学
路街道康桥华城社区，探访“五
老”文化兴家园的故事。
记者 范光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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