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传播红色文化、改造生活环境、投身湾区建设、参与志愿服务、
共商共议社区事务……当青年融入社区，可以创造无数种可

能性。 这不是想象，而是南粤大地上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故事。 如今，
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参与社区事务，逐渐成为基层治理的主角。

富有朝气的青年给社区带来活力，同时联动各方共建美丽家园；
在他们的努力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营造出温暖、和谐的
氛围。 如此喜人的变化得益于广东共青团社区青春行动， 促进两者
“双向奔赴”。 据悉，自 2021 年团中央实施社区青春行动以来，该项目
已在广东 21 个地市的 260 个社区落地开花， 累计开展 2100 余场活
动，惠及 11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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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在广东，青年正在成为社区的主角

北京市文物局近日发布《北

京中轴线志愿者服务管理规

定》，明确将采取公开或定向、常

态与临时相结合等形式，面向个

人和集体招募志愿者。北京将成

立中轴线志愿者服务组，组织中

轴线文化小使者、文化达人、专

业社会工作者等利用自身文化

知识和专业技能，推动中轴线文

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北京中轴线志愿者服务组

由市文物局、中轴线申遗办指

导，下设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

中心，将根据中轴线保护、传承

与创新活动的需要，组织志愿者

开展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知

识传递、文化讲解、赛事举办等

志愿服务活动，为志愿者提供阶

段性志愿服务培训。依据管理规

定，中轴线志愿者原则上应为

14 至 65 岁，申请人可以根据中
轴线志愿者服务组在“志愿北

京”信息平台发布的招募信息，

申请报名相应的志愿服务项目

或活动。

中轴线志愿者将服务围绕

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开展的节

庆、节会以及重大活动，提供中

轴线文化知识传播和讲解服务。

市文物局明确，中轴线志愿者每

两年进行一次审核，及时调整、

增补成员。志愿者要自觉维护中

轴线志愿者服务组的形象和声

誉，不断提升志愿服务质量，不

得以中轴线志愿者身份从事任

何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

中轴线志愿服务组还将建

立志愿服务回馈制度，通过服

务积分、时间储蓄等方式，激励

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基

于志愿者服务时间和服务质量

等，定期组织开展志愿者星级

评定工作；为表现良好的志愿

者提供培训交流、参观学习、免

费体检等机会。中轴线志愿者

服务组同时健全退出制度，志

愿者可自行退出志愿服务活

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将保

留相关志愿服务记录。

（据 《北京晚报 》）

北京中轴线保护广纳志愿者 将建立志愿服务回馈制度

项目引领
圆桌会圈出和谐社区

“小区绿化带可以增添一些

新植物”“我发现小区的无障碍

设施还有一些盲点”“能不能捐

给偏远山区的小朋友？”……前

段时间，在广州市黄埔区重点关

爱青少年社区融入基地，进行了

一场热烈的青春圆桌会。来自幸

福誉社区的居民、物业工作人

员、社工齐聚一堂，讨论此前募

集的慈善捐款如何使用，大家不

断抛出新点子。其中不乏青少年

的声音，他们积极地表达想法、

提出建议。

类似的场景，每个月都会在

基地遇到，这是幸福誉社区开展

社区青春行动的重点活动之一。

通过凝聚社区成员、学生家长、

高校学生、中小学教师、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骨干，搭建共商

共议社区问题工作机制。基地运

营方负责人胡进国介绍：“我们

主要是发动社区有为青年，链接

资源，满足社区所需。”据统计，

幸福誉社区已召开 20次青春圆
桌会，共同议事 32 件，共解决 6
个社区青少年教育成长问题。

除了破解现实难题，青春圆

桌会的影响则更为广泛。胡进国

介绍，幸福誉社区 2020年成立，
辖内均为商品楼，常住人口约

1.6万，未成年人占比近一半。由
于社区成立不久，他明显感觉

到，居民、物业公司由于日常交

流少，容易发生矛盾。“必须要有

外力推动社区融合”，胡进国认

为，青春圆桌会正好契合该需

求。在一次次讨论中，建立起沟

通的桥梁，会减少冲动情绪，彼

此多一点理解，自然和谐。

资源下沉
港澳青年共建温暖社区

英语口语、汉语拼音、心理

辅导……在深圳市罗湖区渔■

社区，跨境学童可以选择自己喜

欢的兴趣班，香港学生和深圳学

生同上一堂课。罗湖区是深圳距

离香港最近的城区，不少香港人

将家安在罗湖，由此出现了一个

特殊的群体———跨境学童。为

此，深圳市罗湖区渔■社区开设

跨境儿童服务项目，为跨境儿童

策划了各类兴趣班，累计开展服

务 20多场次，服务 200多人次。
粤港澳交融的温情画面也

定格在广州市南沙区蕉门河社

区。每逢传统节日，广州市南沙

区蕉门河社区都会举办富有岭

南特色的活动。比如，端午节扒

龙舟、中秋节做团扇，等等。“特

别受港澳青年欢迎”，蕉门河社

区两委干部陈锐潮介绍，活动链

接一发出去，很快就满人了。他

指出，随着《南沙方案》出台，港

澳与南沙的连接更加紧密，许多

青年都会选择到这里就业、创

业。2023年，蕉门河社区入选社
区青春行动试点单位后，陈锐潮

与同事决定将两者结合起来，在

服务港澳青年的同时，推动其成

为社区建设的生力军。

于是，“中国式茶话会”应运

而生。一张茶几、一壶热茶，各方

代表围坐下来，边喝边聊社区事

务。最近一次讨论主题就是小区

内增设双语标识，居委会、物业公

司、居民的代表均到齐，港澳台青

年和外籍青年也出席了。陈锐潮

表示，茶话会的形式轻松、接地

气，大家很快适应，慢慢培养起主

人翁意识，归属感也会上涨。

陈锐潮期待的反馈，没等太

久就出现了。今年夏天，香港青

年小戴在社区举办了一个公益

少儿街舞班，教有兴趣的孩子学

街舞，得到不少家长点赞好评。

谈起为何有此举时，小戴坦言，

他在广州得到许多帮助和支持，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也想回馈社

会，“这里就像温暖的大家庭，我

也应该贡献一份力。”

打造阵地
人人都爱活力社区

每逢周末，家住河源市源城

区康乐路北社区的小林都很忙

碌。有时，他跟志愿者同伴手一起

清扫辖区，捡拾绿化带垃圾；有

时，他会向居民群众宣传垃圾分

类、文明行为规范等知识，共同打

造“干净、卫生、文明”的环境。

这是小林数百次志愿者服务

中的一次，他成为志愿者已经四

年，累计时长超过 1000个小时。
像小林热心的志愿者，康乐路北

社区不止一位。依托“青年之家”

和“志愿者服务站”两个平台，社

区的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大家

经常相约一起做志愿”，小林感觉

整个社区活力十足。

与此同时，社区“四点半课

堂”“青年书吧”“暖蜂驿站”等实

体阵地逐步完善升级。通过资源

整合，原来单一功能的阵地变身

“青春团聚地”，形式多样的实践

活动层出不穷。

走进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社

区的留仙洞总基地，活力之风同

样扑面而来。这里集聚了 1万多
名平均年龄 29.6 岁的新兴青年
群体，舞蹈培训、脱口秀、音乐会

等潮流事物接连上演。

不仅如此，西丽社区创办了

“西哈青年艺术节”，“西哈”意为

西丽青年笑口常开，集公益、健

康、娱乐、趣味于一体。西丽社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以青年全面发

展为出发点，区域“微”阵地打造

青年身边的“青年之家”，前后举

办了 42场活动，颇受年轻人喜
欢，名额供不应求。“我们计划策

划更多有新意的活动，让人人都

能参与。”

强化队伍
共同描绘美丽社区

来到佛山市顺德区红岗社

区，漫步在三益河涌（沙田公园）

旁，墙上一幅幅志愿服务活动场

景映入眼帘。栩栩如生的画面，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时间倒回几个月前，这里还

是一面灰扑扑的围墙。当时，“红

小荔”青年志愿者多次来到三益

河涌，围绕水环境治理开展调研

讨论。无意中，他们看到河涌旁

的围墙，便萌生了美化墙身的想

法。经过圆桌会议和头脑风暴，

他们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和红岗

特色，最终构思形成一幅“以水

兴城”墙绘设计图。从打底稿、勾

线条开始，志愿者细描轮廓、厚

涂色彩，原本老旧、朴素的围墙

换新颜，一幅水韵凤城的新图景

跃然墙上。

除了用画笔装点河道两岸，

年轻人在红岗社区的各个角落，

以实际行动建设美丽社区。来自

不同学校和专业的 30名大学生
组成“治水观察团”，实地走访石

洛涌，提出“‘河’你一起，扮靓河

涌”志愿服务项目，带动大学生

巡河护河。现在，“河小青”服务

队坚持每季度乘上“红岗方舟”，

清理河道垃圾、美化河边环境、

种植河岸花草，不断地为美丽社

区添砖加瓦。

据悉，接下来广东共青团将

深入推进社区青春行动，多渠道

培养社区青年人才，带动服务对

象转化成服务力量，引导青年群

体在社区活动中提高参与意识、

增长本领才干，为温暖社区、美

丽社区、活力社区、和谐社区贡

献正能量，让青春在社区绽放绚

丽之花。 （据《羊城晚报》）

红岗社区青年志愿者在河涌边进行墙绘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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