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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光合服务”概念、开通社区电台、打造社区书香文化节……

80后社区主任邵婷 小舞台舞出大精彩
在喜马拉雅APP开通属于自己社区的电台，请老党员来讲党

史、请居民来读诗，新奇不？
将社区工作比喻成光合作用，社区为大树、服务是阳光，以期通过

服务产生居民赖以生存的“氧气”和“水”，新鲜不？
每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这天开启社区书香文化节，5月以青

年为主题、6月以儿童为主题、7月以红色阅读为主题、8月是暑假分
享会，有趣不？

这些都是秦岭路街道秦江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邵婷就任以
来，结合社区实际，推出的一系列新举措。作为一名80后，邵婷说，她想
做一些不太一样的社区工作，在处理好社区日常事务的基础上，尽可能
地让社区年轻起来、生动起来，把这个小小的舞台打造出大大的精彩。

作为一名相对年轻的社区主任，邵婷履行了自己的诺言。4年
来，她和这里对撞出了精彩的火花：居民对她信任有加，社区环境日益
整洁，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也上了一个台阶。市级文明社区、2017年度
郑州市十佳书香社区及中原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也见证着这位
年轻社区主任的成绩。记者 张改华 文/图

香包、手工布鞋 瞅瞅非遗里的老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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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社区一筹莫展
老党员支招：
到群众中去 多问多听

冬御寒夏吸汗的手工布鞋
区级项目：《手工布鞋》 传承人：宋海霞

传统千层底布鞋选用纯天然材料，完
全手工制作，透气性能好，冬御寒、夏吸汗，
穿着较为舒适。宋海霞的布鞋既有中原民
俗文化的内涵，又有其个人独特的创意蕴
含其中，也可用于收藏、馈赠亲友等。

四季皆宜的香包
市级项目：《香包》传承人：芦爱玲

香包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主

要是端午节的赠品，其主要功能是芳
香、开窍，好看、好玩、好闻，多数以花
卉和动物为主图，以隐喻等手法表达
情感寄托。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芦爱玲的香
包已经由单一的布艺创意到棒针编织，由
传统的端午挂饰到四季皆宜，由简单的胸
前腰间佩戴扩展到手机、手提包、背包的挂
饰及汽车、房间的装饰，由传统的鸡心、元
宝图案演变为形态各异的卡通动物植物
等，造型多样、形象逼真，深受各个年龄阶
段人群和外国友人的喜爱。

再现传统拳术精髓的
张家六合拳
区级项目：《张家六合拳》传承人：马树森

张家六合拳根据阴阳五行理论，把武
术、医学和养生融为一体，注重内外兼修，
强调外三合、内三合，心、意、气浑然一体。
既能强身健体，又注重实战，具有极高的技
击价值。

张家六合拳历史悠久，且保存十分完
整，比较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传统拳术的真
实面貌和精髓。记者 张改华

2014年，邵婷来到秦岭路街道
秦江社区，开始了为 2556户家庭、
8900多名居民的服务之旅。

刚到社区时，面对繁琐的事
务，邵婷有些一筹莫展。这时，一
位70多岁的老党员、老社区工作者
沈桂兰告诉邵婷，在工作遇到瓶颈
时，就到群众中去，多问多听，绝对
错不了。邵婷豁然开朗，按照她的
指点，开始深入楼院、走进小区与
居民拉家常增进感情，熟悉各方面
情况。

一天，邵婷正在深入社区调研
时，发现一名小孩站在路边哭。邵
婷迅速让每一个网格都行动起来，
挨家挨户地拉网式查找，最后在一
个菜市场见到了在郑州打工的孩
子父母。他们一听说孩子找到了，
一下子就给邵婷和工作人员跪下
了，拉着手一个劲说谢谢。“那场面
直到现在我还历历在目。当时最
大的感触就是：居民其实很纯朴很
可爱，我们只是做了本职工作，他
们却心怀感恩。”

提出“光合服务”，并开展一系列“光合+”行动
作为一名80后社区主任，邵婷在工作

中有自己的想法。她说，想为社区注入一
些新的活力。

经过广泛调研和听取群众意见，2015
年，邵婷将社区工作进行整合，大胆提出
“光合服务”概念，并开展了一系列“光
合+”行动，覆盖辖区老年人、青少年、女
性、流动人口等不同群体。邵婷说，“光合
服务”是将社区工作比喻成光合作用，社区
为大树，服务是阳光，以期通过服务产生居
民赖以生存的“氧气”和“水”。

如在“光合+夕阳红行动”中，开展
了科普大学、义诊、义剪、趣味运动会等

形式多样的活动，让社区的老年人有个
属于自己的舞台。社区居民张大妈参
加活动后，觉得非常有意义，于是动员
女儿参加了“光合+半边天”行动，把孙
子也带来参加了“光合+小太阳”行动，
而老人自己又加入了“光合+志愿者”行
动。很多居民开玩笑地说，“光合+”行
动就是他们现实版的私人订制，每个人
都可以针对自己的需求，在这里找到相
应的舞台。

如今，社区活动室内每天人头攒动，很
多居民来参加活动都熟门熟路，一波接一
波，真正把社区当成了第二个家。

开通社区电台，和居民建立良性互动
秦江社区在喜马拉雅APP上有一个属

于自己的电台频道。说起开通社区电台的
初衷，邵婷说，现在《朗读者》之类的节目非
常受欢迎，传递的能量很积极，她就想着能
不能社区也开通这样一个平台，用声音和
新媒体结合，和居民建立良性互动。

说做就做，秦江社区在喜马拉雅APP
上注册了秦江之声社区频道，开通党员之
声、志愿者之声栏目等。“不讲究发音标准
与否，不需要太多修饰，就是请居民来讲自

己的感受、体会。”邵婷说，秦江之声开通
后，有老党员读党史，有志愿者讲慈善活
动，还有调解员讲调解纠纷的过程，更有亲
子节目小主播讲故事，很受居民欢迎。有
时还会有些居民兴起来读上几首诗，也别
具韵味。

“以后还会不断尝试，将新生事物与社区
日常工作结合起来，从服务居民的角度出发，
将社区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大家庭，使每个人
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邵婷信心满满。

以服务为出发点
把居民捧在手里、放在心上

4年的社区工作，让邵婷和居民打成
了一片。提起邵婷，很多居民都竖起大拇
指。

2017年 8月的一天，社区居民骆秀梅
参加社区活动时因心脏问题晕倒。“是邵主
任当机立断打了 120，并送我去医院，还垫
付了 2000元医疗费。”骆秀梅不无感慨地
说，“我丈夫不在郑州，女儿远在海南，如果
不是邵主任当时送我去抢救，后果真的不
敢想。是社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病愈后的骆秀梅为邵婷送来了一面锦
旗，当天就主动申请加入了社区志愿者服
务队，之后又不断动员身边的朋友和邻居
也加入进来，以实际行动为社区建设贡献
力量。

“其实我们当时只是做了分内的事，而
居民却给了如此之高的回报，令我非常感
动。这件事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社区的
力量是渺小的，但社区依靠群众的力量一
定是强大的。只要社区党组织把居民捧在
手里、放在心上、举过头顶，居民就一定会
把社区党组织放在眼里、搁在心上、跟在后
头。”邵婷说，自己需要向前辈们学习的内
容还有很多，“所谓任重而道远，今后会更
加努力，将秦江社区打造成亮点社区、示范
社区，不辜负居民和党组织的托付。”

手工布鞋

邵婷（左）和居民在一起，中间为骆秀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