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芒计划”志愿服务由淳

化街道原“七淳之美”志愿服务

队演变而来。该队伍由政府职能

部门、退休党员干部、社区贤人

能人、国际志愿者、社会爱心人

士、高校社团成员聚合而成，包

括淳晖（红色故事宣讲）志愿小

队、淳雅（非遗、传统文化学习和

传承）志愿小队、淳博（国际互助

交流）志愿小队、淳真（困境未成

年儿童关爱保护）志愿小队、淳

爱（社会公益爱心服务）志愿小

队、淳青（高校社团青春活力）志

愿小队、淳和（家风勤俭孝友善）

志愿小队等 7支志愿服务队伍。
各志愿服务队结合群众需求、队

伍自身专长特长开展各具特色

的志愿服务。

淳化街道结合工作实际，整

合多方资源，形成以社区为基

础、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

者和志愿者为支撑的多方联动，

充分发挥核心志愿者在社会治

理中的模范作用。古语有言：“不

啻微芒，造炬成阳”。每个人的光

芒或许不像日月般耀眼，但是当

它们汇聚在一起，足以比拟阳

光，驱散凛冬的风霜。今年淳化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持续探索

志愿服务品牌，在“七淳之美”的

基础上持续推进，以“微芒”寓意

志愿者，整合七淳之美志愿服务

队，打造新的志愿服务品牌———

“微芒计划”。

七淳之美，寓意阳光的“七

色”，由志愿者一点点微弱的光

芒逐渐累积，汇聚志愿服务的

七色阳光，温暖民心。而在“七

色光”，即七淳之美志愿队伍

中，将重点突出“淳青”大学生

志愿服务队的建设，以淳化街

道辖区内高校大学生志愿者为

核心，展开“车轮行动”，以“志

愿服务的车轮走遍淳化每一片

土地”为最终目标，开展与社区

联动的志愿服务，更加贴近群

众、服务群众。既精准帮扶，又

服务、带动千家万户，共创淳美

景象，共享幸福生活。

淳化街道以“微芒”志愿服

务品牌为核心，有机整合实践

所阵地、社工、志愿者、平台等

各方资源，构建集约高效的文

明实践阵地，通过志愿服务的

形式，开展五大主题文明实践

活动———学习实践科学理论：

思想之声；宣传宣讲党的政策：

惠民之声；培育践行主流价值：

尚德之声；丰富活跃文化生活：

崇学之声；持续深入移风易俗：

文明之声。加强多元实践，奏响

文明“五重奏”。

部门社区联动
打造“和美”淳化

今年 3月 5日是第 60 个雷
锋日，也是第 24个“中国青年志
愿者服务日”。淳化街道发挥五社

联动作用，联合南京南瑞继保电

气有限公司团委、江苏海事职业

技术学院士官与军事教育学院

“戎耀深蓝”志愿者服务队、南京

工程学院青蓝社工时间小组，来

到淳化街道民主村，开展“五社联

动聚合力，淳美携手‘宁’距离”志

愿服务主题活动，将向上向善的

慈善、志愿服务精神传递到民主

村留守儿童孩子们的心中。

当天，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

限公司团委志愿者给孩子们送

来春季衣物，江苏海事职业技术

学院“戎耀深蓝”志愿者服务队

给孩子们带来航模，鼓励孩子们

树立远大目标，报效祖国。孩子

们则在社会工作服务站社工与

志愿者的协助下，认真制作绿植

微景观，作为爱的回馈送给爱心

单位和志愿者。

除此之外，淳化街道社会工

作服务站联动街道民政、妇联、

残联、计生等职能部门，整合健

全淳化街道服务体系，始终把切

实兜好基本民生底线、推进基层

治理现代化放在第一位。一季向

阳花开，一生情暖童心。淳化街

道志愿服务团队以困境、未成年

儿童为主体开展服务活动，秉持

助人自助的理念，采用个案走

访、结对帮扶、小组互助等形式，

以爱为主线，为未成年困境儿童

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淳化街道还通过开展“淳”

系列服务———“淳善”为老服务、

“淳真”青少年服务、“淳康”助残

服务、“淳爱”助困服务和“淳和”

矛盾调解等多线并举，发挥社工

服务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专业

优势，累计扶持 100余个项目，
聚焦“一老一小一困一残”、基层

治理等领域，通过点线融合联

动，促进服务高质量发展。

校企单位联动
打造“共美”淳化

淳化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

充分挖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

源，形成“五社联动”高效互动机

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优化。目

前联合南京工程学院、南京晓庄

学院、南京医科大学、江苏海事

职业技术学院、河海大学、南京

传媒学院、中国药科大学等 10
余家高校，组建“七淳之美淳青

志愿联盟”，为社区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开展“益童课堂”，为环卫

工人、城管等基层工作者开展

“淳风暖人心”系列活动。

同时，淳化街道社区工作服

务站链接 10余家企业及多位爱
心人士成立“淳爱志愿联盟”，并

参与“五社联动聚合力，携手宁

距离”帮扶计划，累计扶持 20余
支志愿服务队开展“家门口”服

务，通过义卖、募捐等多种形式

筹集万余元资金物资用于困境、

留守儿童。

春风得意二月二，翘首以盼

好兆头。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剪头

发是民间流传已久的习俗，为弘

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

德，营造爱老助老的社会氛围，

让居民享受家门口的服务，今年

二月初二“龙抬头”当天，淳化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新华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

“二月二日龙抬头·便民理发暖

银铃”老年义剪便民活动，联动

高校资源、居民志愿者资源、社

会组织，合力服务社区老人，关

注关心关爱老年群体。

今年“雷锋日”前夕，淳化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链接辖区

内“淳青”高校志愿者资源，牵手

梅龙湖小学生，共同“寻雷锋足

迹，扬志愿精神”。活动中，孩子

们聚精会神，积极参与讨论，不

断深化着心目中雷锋的榜样形

象，感受雷锋精神的深层内核，

并加深“从小事做起，向雷锋学

习”的认识。

此外，5 月 21 日，淳化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站的社工和来自

南京工程学院社工专业的同学

们前往淳化街道民主社区，与

该社区 20 名小朋友见面，并开
展了“蜈蚣翻身”“请留下你的

笑脸”等一系列互动活动，丰富

了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的课余

生活。

志愿倾情，青春同行。淳青

志愿服务团队以高校社团志愿

者为载体，充分发挥大学生知识

储备足、参与热情高、服务效果

好等特点，创新志愿服务方式、

拓宽志愿服务渠道、丰富志愿服

务内容，用不悔青春筑梦前行。

接下来，淳化街道社会工作服务

站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

党建共建为契机，联动更多校企

资源，以多种形式参与基层治

理，携手共创美好淳化。

社工站室联动
打造“心美”淳化

淳化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

积极落实各级政策文件要求，结

合街道、社区实际，以“站室联

动”提升专业服务覆盖度、精准

度和效度。社工站在 3大片区共
选择 8 个示范点，打造各具特
色、引领带动的社工室。土桥片

突出乡贤议事、田园特色村建

设，着力打造茶岗、民主、周子 3
个示范点；淳化片体现新市镇建

设、新市民转型，着力打造青龙、

吴墅 2个示范点；方山片突出精
细化治理、居民参与共治，着力

打造科苑、王墅、新华 3 个示范
点。通过“站室联动”，开展更加

贴近群众的服务。同时完善街道

社工人才培养体系、促进项目提

质，以专业精进的公益服务，培

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志愿团

体，激发居民参与，齐心助力基

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如今在淳化街道茶岗村，俨

然是一幅自治式“由村民自我服

务”的“心美”景象。这得益于茶岗

村社工室创新打造出“蚂蚁治家

2n+1”协商民主乡村治理模式。
蚂蚁具有分工明确、永不放

弃、未雨绸缪、团结互助、对未来

充满希望等特质。茶岗村社会工

作服务室相关负责人说，将村民

比作蚂蚁，是希望在社区治理的

路途中，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

发挥着蚂蚁的精神，振兴家园。

“2”代表的是茶岗村社工室党总
支和南京红叶社会工作服务社，

“n”指的是茶岗村社工室村民，
“1”指的是村民议事代表。“蚂蚁
治家 2n+1”指由茶岗党总支引
领，发挥社会组织的带头示范

作用，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发挥乡贤议事代表的纽带作

用，引导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当

参与的村民越来越多时，乡村

治理助力就会变大，从而推动

乡村治理，助力社会治理，实现

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

的良性互动。

“蚂蚁治家”乡村治理分为

社区治理和村民自治两个主体，

通过村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的良

性互动，平衡民与社区之间、民

与民之间、村与村之间的关系，

茶岗村学习蚂蚁分工明确、共建

共享精神，将乡村治理工作具体

分为“蚂蚁织家”“蚂蚁学堂”“蚂

蚁志愿”“蚂蚁助困”“蚂蚁议事”

“蚂蚁生活”6个模块进行推进。
其中，“蚂蚁志愿”是面向所

有人的志愿服务类活动，加强个

人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志愿奉献

的良好品质。“蚂蚁助困”主要面

向辖区内的困难群体，链接企业

爱心帮扶，开展扶弱帮困、心理

教育等主题活动。“蚂蚁议事”是

核心，通过开展议事活动，让更

多的村民参与社区治理中来，小

到社区的一砖一瓦，大到社区的

发展方向，让群众动动嘴，让干

部去跑腿。茶岗村社会工作服务

室通过引导辖区各类人群共同

参与社区治理，全面推进茶岗村

乡村治理现代化全速前进。

（据《中国青年报》）

江苏南京江宁区淳化街道：
“微芒计划”联动百姓家 共创“淳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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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以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坚

持以“淳”为导向，以“美”为目标，以社工站为依

托，以联动为主要方法，通过社工站“一张网”与部门社区

“千条线”的高效对接，推出“微芒计划”志愿服务联动百

姓家，共创“淳美”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