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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时节，走进长春市的一些社区，不难发现，在这个充满活力与憧憬的春天，社区活动开展得愈发朝气蓬勃、

精彩纷呈，居民乐在其中。这些令人欣喜的画面背后，是社区治理的新思路，是百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更是党的二十大

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诠释。

绿园区新竹社区老年大学声乐班学员在练习课上演唱。

本报记者 韩玉红 摄

在经开区彩织街道凤凰社区上千平方米的活动室开展居民文体

活动，让居民收获更多幸福感、满足感。 本报记者 吴茗 摄

在家门口就能参加各种活动，这让朝阳区天宝社区居民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

为了给居民提供更周到的服务，朝阳区天宝社区邀请吉林省老年大学、长春市文联的专家来为居民上课。

踏着铿锵的锣鼓点，穿着艳丽的服装，跟

着指挥不断变换队形，时而欢快热烈、时而抑

扬顿挫，表情丰富、动作灵活，精神饱满、神采

飞扬……这是记者在长春市一家社区活动室

里“捕捉”到的一组镜头。镜头里，社区秧歌

队正在排练，队员们的笑脸真切、动容。而镜

头外，歌舞队、曲艺队、手工队、太极队……各

种各样、多姿多彩的社区活动正丰富着居民

百姓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社区是如何搭

好“戏台”的呢？

天宝社区天宝社区

“活动室”就在家门口

“左转圈，抬手，右转圈，抬手，微笑……”

4月13日上午，在长春市朝阳区天宝社区二楼

活动室内，天宝社区百花艺术团的叔叔阿姨

跟随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每个人脸上都

洋溢着笑容，他们正在排练最新的民族舞《爱

我中华》。

“我们团来天宝社区活动有六七年的时

间了，每周二和周四上午都来，现在团员有30

多人，大家的年龄基本都是七八十岁。”团长

曹小兰今年79岁，但是举手投足间流露着与

实际年龄不符的年轻。

“走出去别人都不相信我们这么大岁数

了，可能就是因为总聚在一起跳舞锻炼身体，

心情好、心态好，感觉越活越年轻！”

刘慎思是艺术团的顾问，他说：“我今年

80多岁了，虽然得过脑血栓，但是我还坚持来

参加活动，帮着指导。难得有这么好的平台，

在这儿又玩又锻炼，特别好！这就是老有所

乐，孩子也都放心。”

在一旁的活动室里，一首激昂的管乐合

奏《欢庆舞曲》引人驻足欣赏。“我们是天宝爱

心乐团，今年是乐团成立十周年。”团长王仁

修今年70岁，他告诉记者，“我们团算上乐手

和歌手一共有30多人，基本都是六七十岁，大

家每周来活动两次，聚在一起就是玩儿，啥烦

心事都忘了，尽情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

比自己在家待着有意思多了。”

走进天宝社区，记者最强烈的感受就是

“热闹”，歌声、乐器演奏声和居民的欢笑声交

织在一起，谱成一曲和谐的幸福乐章。在天

宝社区共有22个艺术团，唱歌、舞蹈、戏曲、手

工、模特……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天都在这里

开展。

作为远近闻名的“公园里的社区”，天宝

社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活动室宽敞明

亮，楼下还有停车场，很多其他辖区的居民也

都慕名而来参加活动。

“社区对我们很照顾，服务也好，我们在

这活动特别放得开，不用担心扰民，可以尽情

地吹拉弹唱！”一位阿姨笑着说。

记者了解到，从周一到周日，社区活动室

排满了不同团队的活动。“社区设了专人负责

协调对接各个活动团，帮他们安排时间和场

地，尽可能让每个团都能办好自己的活动。”

社区党委书记于佳立介绍，每天来社区活动

的居民都有一两百人，除了提供场地外，社区

还会尽可能为居民准备乐器、音响、笔墨等活

动所需的物品。

每月月初，天宝社区会根据居民需求向长

春市文联“点单”，这对于天宝社区的居民来

说，是件值得骄傲的新鲜事儿。书法、国画、戏

曲、摄影……艺术家定期来到社区与居民面对

面分享交流，帮助居民进一步学习提升，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的“专家进阶课”。

天宝社区还积极为居民搭建舞台，举办

文艺汇演，让每个团队都能表演节目、展示风

采。“我们还有吉林体育学院的研究生来给居

民上中老年健身课，马上还要和吉林艺术学

院合作成立一个少年合唱团，现在正在面试

老师，下周开始面试学生。”于佳立表示，天宝

社区的活动还在不断增加，希望能把居民家

门口的“活动室”打造得更加丰富、完善，为居

民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在家门口就能参加各种活动，生活更加

有滋有味，天宝社区居民特别开心。

凤凰社区凤凰社区

家有“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4月11日，长春市出现大风沙尘天气，街

路冷落，行人稀少，而在经开区彩织街道凤凰

社区的文体活动中心里，却一派火热景象。

在乒乓球台两边，4位队员目光相对，屏息

凝视。发球者一个下旋球，对手马上以球拍相

接，球径直飞回，对面一个箭步冲上，猛力扣

杀，打得措手不及。“好球！”一旁有人喝彩。

在这个近1000平方米大的社区活动室

里，近700平方米的面积摆放着8张乒乓球

台，玩球的居民精神抖擞、挥汗如雨……绿色

的地胶、蓝色的台案，白色的小球，热烈的氛

围，活动室里弥漫着居民的笑声以及乒乓球

拍打的韵律。

“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在这里玩

球的毕跃东告诉记者，他不是凤凰社区的居

民，家离这也有段距离，但他天天都会来这打

乒乓球。“几年前我到这办事，看到一位老同

志在专心修理东西，打听后得知，这位老同志

叫杨春元，是彩织街道凤凰社区乒乓协会的

会长，为了大家能打好乒乓球，玩得开心，杨

会长一直在作贡献。当时我还不会打乒乓

球，但杨会长的举动很打动我，正好退休在

家，随后我也加入进来了。”毕跃东说，凤凰社

区为居民打造的近千平方米的活动室在长春

市社区活动室里算一流的，再加上杨会长人

好，因而协会吸引了很多人参与，这里有凤凰

辖区居民，也有来自铁北、汽车厂、北湖等各

个区的居民。

毕跃东口中的杨春元会长是一位退休老

干部，组织能力强，原则性强，乐意为会员出

力，而且球技高超，协会的会员们对杨会长

也特别尊敬和信赖。“我们协会有500人，每

天在活动室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一直

都有打球的会员，我们的乒乓球中午不停，

节假日不停，连过年都不停，大家特别爱玩，

兴趣高涨。”从杨会长的介绍中记者得知，为

了支持居民开展活动，凤凰社区配置了乒乓

球台、球拍等硬件设施，协会举办活动或者

比赛，社区不仅积极帮助联系，还负责买比

赛用品和奖品，而且还为大家提供饮水机，

特别细致周到。

今年68岁的冷国庆看起来格外年轻。冷

国庆是凤凰社区的居民，自2018年协会成立，

她就在这打乒乓球，风雨不误。“今天外面都

是风沙，但你看来这里玩球的人跟往常一样，

这乒乓球一天不打都觉得缺点啥。”说起乒乓

球协会，冷大姐显露几分骄傲，“我们协会纪

律严明，管理好，社区的服务也好，给我们提

供的场地更好。”冷国庆说，活动室不只乒乓

球协会在用，也是舞蹈、模特、曲艺、太极、羽

毛球等各个团队的活动场所。对于参与其中

的居民来说，有这么好的场地、组织、领队和

队友，那就是幸福。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通过打球，社区里原

来陌生的居民变成了熟悉要好的队友，邻里

间的感情更近了；大家还一起在社区的组织

下走进贫困学校、养老院、孤儿院捐款献爱

心，通过乒乓球协会参与更多的社区活动，生

活更充实了。

凤凰社区居委会主任沈运倩表示，打造

良好的精神文化生活环境，是增强辖区居民

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凤凰社

区在不断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满足居民精神

文化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社区文化建设，

完善服务功能，丰富活动载体，整合社区资

源，不断将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融入社区服

务之中，努力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参与

感。

新竹社区新竹社区

老年大学办进居民心坎儿里

“姑娘，你一定帮我盯着点，上课要是有

总不来的，可千万不能浪费名额，你给我报

上！”4月13日，刚刚在社区老年大学上完声乐

班练习课的陈立平一个劲儿地叮嘱工作人

员，如果还有机会腾出空缺，一定要帮他在舞

蹈班再“抢”一个名额。

窗明几净，崭新的桌椅，舒适的环境……

长春市绿园区青年街道新竹社区开办的老年

大学让辖区居民心里乐开了花。声乐班的几

位学员不停地向记者夸赞着这里的师资和环

境，连连向新竹社区党委书记羿庆华道谢。

新竹社区老年大学开办在辖区内长春市

弘鹏教育培训学校的大楼里，这里平时主要

针对艺术类教育培训等，与老年大学的上课

时间穿插开，不仅优化了培训大楼的使用率，

更服务了辖区居民。有意向开办老年大学的

想法早在两年前就已萌生，当时羿庆华和弘

鹏教育负责人聊着聊着，碰撞出了“火花”，社

区和辖区企业联手，从大伙最喜欢的文化活

动上做文章。

新竹社区7000余名居民住在3个物业管

理封闭小区，小区管理方面不操心，于是便把

更多心思放在了提升居民幸福感上。羿庆华

是懂新竹社区居民需求的，因为她就是辖区

新竹花园小区的居民，而新竹社区的办公地

点也在该小区内。在小区居住了20多年，羿

庆华下班后也是“上班”，因为即便是饭后遛

个弯，她也能“零距离”感受到居民最真实的

心声。

社区有个文体活动室，每天早上5点半就

热闹起来了，“沸腾”的场面要一直持续到晚8

点，365天一直如此。

上午，棋牌室内4位阿姨在打扑克，“有了

这个免费的好地方活动活动，跟大伙儿唠唠

嗑，可比在家憋着强多了！”很多老人每天雷

打不动地都要到文体活动室娱乐一会儿。舞

蹈、模特、太极、京剧、棋牌……十余个项目和

文体团队把活动室的档期排得满满的。

活动多了，居民也渐渐有了更高的需

求。把自娱自乐式的文体活动提质升级，让

一部分居民更“专业”，社区老年大学开进了

新竹社区居民的心坎儿里。59岁的邹景玲是

新竹花园的老居民，以前在吉林省老年大学

上课，乘坐263路公交车去学校，步行1.3公

里左右，遇上较差的天气或者堵车，单程就要

耗费至少一小时。“现在从家出来走几分钟就

到了，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和专

业师资，让我们老有所乐，感觉很开心。”邹景

玲报的是声乐班，她感慨于社区把专业的声

乐老师请到了家门口，格外珍惜这份免费的

福利。

一些学员想在新竹社区老年大学提高自

己，也有学员希望结识更多好朋友。68岁的刘

淑华就相中了这里愉快的氛围，她说，趴在自

家窗户就能望见学校的大楼，女儿平时不住在

身边，老年人容易孤独，到社区老年大学唱唱

歌，找人说说话，心情好了身体也就好了。

目前，新竹社区老年大学开设了声乐班、

舞蹈班和书法班，共有七八十人报名。今年，

新竹社区还将启动修建综合文化广场工作，

新竹花园内3万余平方米的广场上将设置跑

道、篮球场、羽毛球场、儿童游乐区等，甚至连

新兴的露营区也在其中。新竹社区居民对这

个“2.0版本”的文体休闲生活愈发期待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社区活动“火”起来
本报记者 吴茗 于悦 韩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