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长春市开展了幸福社区评选活动，在全市

539个城市社区中共评选产生了65个幸福社区。百姓

心中的理想社区什么样？这些社区因何脱颖而出？其

幸福从何而来？居民住户有着怎样的感受？带着这些

问题，记者走进了这些“幸福社区”。

小社区连着千家万户，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园，

更承载着每个普通人的幸福梦想。在“幸福社区”，

日新月异的社区建设、持续提升的精细化服务、充满

活力的基础治理，让居民们时时处处感受到温馨与

安逸。

园丁社区：幸福园丁一家亲

“说起来我在园丁社区居住已经有10多年了，眼

瞅着社区一点一滴的变化，一步一步的成长，如今社区

像个大家庭一样，大家生活在一处，心也在一处，共同

创造美好生活，一起享受幸福果实。”说话的是居民孟

祥印，跟记者聊天时，孟祥印是大声说的，因为此时的

采访地点——园丁花园小区广场里锣鼓喧天，一支居

民秧歌队舞得正起劲。

“你看，啥叫幸福？这就叫幸福！”顺着孟祥印的话

头，记者环顾这个格外热闹的小广场。此时天未全黑，

而小广场四周已经亮起了灯，圆形的广场被绿树环

绕。在广场边角，几位大爷正在下象棋，而观棋的大爷

似乎比下棋人还要着急；广场中央是孩子们的乐园，骑

脚踏车的、骑平衡车的、打羽毛球的、跳绳的，时不时还

会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在广场一角，大妈们在跳广

场舞；广场周边的健身器材处成了中青年人的地界；一

群街坊邻居两两相伴地围着广场绕圈走步；不远处的

长廊里，老人们坐在沙发上打牌……

孟祥印今年65岁，他告诉记者，老伴在这里住了

没多久就和几位邻居熟络起来。“那时候广场还没有这

么热闹，绿化也没有现在好，老伴和邻居就到小区外面

去溜达。”老孟说，后来园丁社区种了不少种类的花和

树，还建起红色长廊。每天在小区里溜达一圈，总会看

见驻足赏花的居民。

“小区里的环境好了，大家都愿意在小区里走动

了，居民们彼此之间也就熟悉了，谁家有个什么事，大

家都来帮忙。”老孟说，他租住过几个社区，但相比其他

社区，他觉得这里的人情味更浓、烟火气更重，生活在

其中，让他更有归属感和生活味儿。

百姓心中的理想社区充满着幸福与温暖，而幸福

的得来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园丁社区书记刘艳波告诉

记者，彩织街道园丁社区辖区面积0.31平方公里，居

民3033户、6823人。近年来，园丁社区基于区域面积

较小、低端业态聚集、老年人口居多、流动人口较多、人

员结构复杂等特点，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和服务

创新，把“家”的情怀融入社区治理，构建起“以社区党

委为主导，居民为主体，党群一家为主脉，社会组织为

助力，居民幸福为目标”的“幸福园丁e家”工作模式，

不断满足居民幸福生活的需求。

家是互相关心、解决问题的地方。在园丁大家庭

里，有10余位聋哑儿童和家长常年租住在这，为了帮

助他们和社区里的特殊群体，社区党委探索建立各领

域党组织、社会组织、党员干部、三长队伍帮扶救助团

体，红色救助联盟“e家帮”，形成“1+4+X”社会救助体

系，开展救助帮扶“七大行动”，建立困难群体救助台

账，结成帮扶对子，进行多元帮扶救助。通过开展“点

亮微心愿，圆梦开学季”活动，对接帮扶救助13名聋哑

孩子实现30余个微心愿。

天宝社区：生活中的小事最暖心

在朝阳区红旗街道天宝社区，为居民提供更贴

心、更周到、更精细化的服务，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

感始终是社区工作的重中之重。天宝社区以创建“幸

福社区”入手，多措并举，不断提升党组织领导能力和

工作水平，持续推动社区管理精细化规范化、社区服

务精准化共享化，社区发展精致化现代化，让居民群

众切实感受到“生活便捷舒适、服务无处不在、幸福就

在身边”。

“我在这已经住了30多年了，眼看着咱们社区治

理得越来越好，也切身感受到社区是真的在为我们着

想，为我们办事。”说起天宝社区为居民做的各项实事

儿，80岁的居民蔡青福打开了话匣子。

天宝社区辖区内大多为老旧散小区，没有物业公

司，都靠社区引导居民自治，大事小情都找社区帮忙解

决。“社区可以说对我们是有求必应，下水井堵了、垃圾

没及时清理、楼道卫生几天都没打扫，我们只要给社区

打电话反映情况，社区马上就帮我们解决。”蔡青福告

诉记者，“去年冬天我们暖气管道老化经常漏水，一漏

水就停气维修，屋里特别冷，我们就和社区说了。今年

春天，社区协调供热单位把我们的管道都给改造更换

了。虽然不是多大的事，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些生

活中的小事却是最让我们暖心的。”

而更让蔡青福感动的是，社区工作人员不止服务

到位，态度也好。“每次我来办事，他们都非常有耐心地

给我解答各种问题，从来没有不耐烦的时候。有时还

会主动打电话告诉我这几天系统网络不太好可能办不

上，让我别白跑一趟，等过两天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让

我心里特别舒服、特别温暖。”

据天宝社区书记于佳丽介绍，社区在有序开展各

项服务的同时，会重点关注老年人群体。通过“三长”

联动建立党员联户解难机制，为社区老人特别是高龄

空巢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帮助他们退休认证、购物

送药、送报谈心等。并对接各种公益创投项目，与社

会组织一起为辖区内的独居、困难老人开展家政清洁

等服务。

“我们还组织各种文艺活动，邀请老年大学进社区

教书法、国画、手工等，大家都踊跃参加，有的老人都90

多岁了还坚持每周来两次做手工，这让我们意识到老

人是有很多精神上的需求的。”于佳丽说，天宝社区毗

邻长春德苑主题公园，社区灵活利用好这份资源经常

在此举办文艺演出，为社区的各个演出队搭建起展示

的舞台。“这样老年人不仅能学到东西，还能展示学习

成果，他们都特别开心。”

丰富的活动往往是居民幸福感的最大来源，精神

文明建设让居民感受到精神层面的幸福感和充实感。

一直以来，天宝社区坚持“小奉献，大合力”，发扬

“众人划桨开大船”的社区精神，引导居民守望相助，营

造和谐的邻里氛围。发动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组织起7

支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展“清扫保洁美环境、治安巡

逻保平安、文明劝导倡新风、法律服务促和谐”等活动。

65岁的热心志愿者阚世凯说：“生活在天宝社区真

的很幸福，社区工作人员总是那么热心地为人民服务，

大家互帮互助、互敬互谅，遇到问题和矛盾总有人站出

来积极调解。很多年轻人都积极参与各项志愿活动，

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去爱护我们的家园。”

新华社区：幸福写在每一位居
民的笑脸上

“大米很香，豆油很实用，笑容很甜，话语很真切。”

对于家住朝阳区锦水路附近的低保户张蕴明一家来

说，在新华社区生活的这些年，给他们最深的体会是幸

福不是一种奢侈品，它就围绕在身边。今年69岁的张

阿姨虽然身患重病，还要照料患病多年的儿子，但她仍

然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这些年，党和政府给了我很

多帮助，让我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同志们的关心，帮助

我渡过很多难关。”张阿姨说，社区的工作人员很关心

他们，几乎周周都要到她家看看，还经常组织志愿者、

爱心人士和驻街单位对她家进行帮扶。

“这不，大上周社区党委的同志就和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队的同志过来看我了，不仅关心我们的身

体，还送来了4袋米面、2桶油和一些生活物资，解决我

们的吃饭问题。”张阿姨笑着告诉记者，幸福对她来说，

就是遇到了困难，能有人给搭把手，支持她继续走下

去。她觉得，生活在这样的社区，就是她的幸福。

“刘哥，你这画画得是越来越好了。”“都是咱们老

年大学的老师教得好，我才能进步这么快，还得谢谢社

区花心思给咱们找了好老师啊！”71岁的退休职工刘大

爷乐呵呵地告诉记者，这几年，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

打造文养结合项目，以辖区居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

爱好为出发点，开设了书画、摄影、声乐、舞蹈、非洲鼓、

养生健康等多项丰富多彩的课程与文化活动项目，引

导居民用健康的文化活动充实精神文化生活。“我们社

区文养结合搞得好，请了很多专业的老师来给我们上

课，不仅我们这些老年人爱参加，年轻人和小孩子也都

喜欢过来，社区的凝聚力一下子就上来了。”刘大爷说，

社区还在每个重大节日期间举办丰富的活动，他和邻

居们都会参加，退休生活变得既充实又多彩，幸福晚年

就在眼前。

“周末或是空闲的时间里，和孩子约一次亲子阅读

或是一家人共捧书卷，沉浸在美好的时光里，享受阅读

的快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社区居民李静表示，新华

社区亲子阅读基地很受居民青睐，这里不仅有婴幼儿

启蒙、儿童绘本、必读经典、红色读物等 1600 多册书

籍，还有免费开放的普法课堂、道德讲堂、家庭知识讲

座等，社区也会常态化举办诗歌朗诵会、图书共读会、

亲子伴读展示会等活动，吸引了很多居民参与。“我们

这里还被评为长春市‘我最喜欢的亲子阅读场所’和省

‘家庭亲子阅读体验基地’，每次举办活动，不仅我们本

社区的人会来，附近几个社区的居民也都会过来参加

活动。”李静说，亲子阅读基地培养了社区居民良好的

阅读习惯，树立了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让社会风气更

加健康和谐。

……

幸福是什么？这里的居民说，幸福是冬日里居民

家供热不好，社区帮着协调解决；是马路地沟有漏水隐

患，社区主动联系维修；是背街小巷灯不亮，社区给换

了新路灯；是居民有需求，社区依托辖区党建联盟成员

单位，把健康体检、科普培训、亲子阅读、助老理发、送

医送药送上门；是建立在楼栋里的党支部，让有困难找

党员、有难处找社区成为共识……如果说幸福社区建

设是一面镜子，那照出的便是每一位居民生活里真实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而在这里，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和谐互助的邻里关系，让“幸福”

写在每一位社区居民的笑脸上。

幸福社区的幸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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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深度挖掘新
闻细节闻细节，，全面剖析事实全面剖析事实
真相真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加入我
们们，，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共同关
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
题题。。

逢 年 过 节 ，社 区
居 民 踊 跃 参 加 社 区
举 办 的 包 饺 子 活 动 ，
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马贺 摄

银融社区开展文
养结合项目。

本报记者 马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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