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戚墅堰街道的青少年，课堂之外在做什么？

家住花溪社区，姜弘昇自就读于戚墅堰东方小学以来，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不

仅和同学们参加了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还穿上了“红马甲”，分发环境保护传单、

帮扶困难孤寡老人、开展实践课题研究，主动解决社区大小事。

街道持续推进下，社区能人担任“课后老师”、社区资源融入课后服务、中小学

生化身社区管家……“校社联动”缔造“教育梦”。

结缘“四点钟课堂”

结伴“双向奔赴”

“结果”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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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墅堰街道持续推进社区、学校交流共建

□ 王羽柔 记者 戎易

本报讯 （记者 戎易）
10月 10日是第 33个世界
精神卫生日，主题是“共
建共治共享，同心健心安
心”。当天，常州经开区社
会保障和卫生健康局组织
全区 4 家德康驿站，在横
林镇瑞丰社区开展德康驿
站社区宣传活动。

活动设置政策宣传、
工疗产品展示、精神心理
健康咨询区。德康驿站康
复学员们展示了参与制作
的收纳盒（袋）、扎染纸巾、
非遗竹编画等手工艺品，
以及亲自种植的青菜、豆

角等蔬菜。德康驿站志愿者
们向社区居民发放精神障碍
服务政策宣传折页，讲解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适应人群、
康复措施、注意事项，提升
公众对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
务的认知度、接受度，引导
社区居民接纳精神障碍患
者。

现场还邀请了常州市
德安医院和常州市心理卫
生服务协会的多位精神心
理专家开展义诊咨询及科
普讲座活动，为大家提供
免费医疗咨询，普及精神
卫生知识。

近年来，常州经开区深
入推行“康复训练 +工疗、
农疗、娱疗工作法”的精神
障碍患者照护托养模式，聚
力优化康复训练、辅助性就
业和家庭辅导三大服务功
能，全力深化打造“一站一
特色”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
务全域覆盖。

下一步，全区将持续完
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
系，强化专业培训、技术交
流和督导考核，增强德康驿
站康复服务的专业性、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为精神障碍
患者打造温馨港湾。

德康驿站宣传活动进社区

明天是“世界粮食日”。10月 10日，常州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在江
苏佳饰家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光盘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
公司食堂入口处、用餐处等醒目位置设置提示牌，向职工发放宣传折
页，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进一步提升了企业职工的节约意
识，传播了绿色生活理念。 张新怡 李宵 摄

“老人家乱扔菜叶，楼道环境
一塌糊涂，我电动车都没地方放！”
“楼道内本来就不能停车充电。”8
月，圩墩社区“围墩说事”调解室
内，家住圩墩社区、就读于常州市
第四中学的学生们，开启了一场模
拟纠纷调解。
调解剧本改编自真实案例：同

住一栋楼的王奶奶和年轻小伙小李
因为停车、楼道卫生等问题发生了
矛盾。“第一次体验模拟调解，我
学会了怎样抓住矛盾焦点，化干戈
为玉帛。”学生潘元昊说。
圩墩社区党总支书记费颖介

绍，今年，社区打造“社区是我家，我
是小当家”外来青少年服务计划，携
手结对学校，开展青少年议事会、小
小调解员、楼道改造等主题活动，围
绕文明监督、关爱邻里、志愿服务等
方面，让孩子们参与社区治理。

更多青少年以“主人翁”身份为

社区治理发声。今年暑假，戚墅堰东
方小学四（6）班学生丁于森和小组
同学投入到课题“关于快递包装的
项目研究”中。“我住在花溪兰庭小
区，每次路过小区门口的快递站，都
能看到各类材质的快递包装。”丁于
森告诉记者，在去年“小区居民垃圾
分类的思考”课题基础上，成员们通
过走访、问卷等形式，告知居民快递
包装该如何分类。
“每逢节假日，学校鼓励学生

们开展项目研学，走进社区，查阅
资料，探索解决一些热点问题，提
升社会敏锐度。”戚墅堰东方小学
副校长汤皎丽说，“我们长期结对
社区，从社区‘烦心事’中找课
题、做方案。”
“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将

小家、大家、社区、社会串联起
来，吸引更多家长参与社区治理。”
张璇说。

“校社联动”，归根结底是资源
共享，两全其美。

戚墅堰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副
主任张璇认为，对学校来说，社区
教育资源丰富，通过一地多用，可
以实现“家、校、社”协同育人；
对社区来说，先帮忙建好“小家”，
再发动青少年及其家庭参与社区自
治，还能带动“大家”。

戚大街社区牌楼巷是戚实小学
生主要的寒暑假活动基地，他们在
这里体验做棉鞋、弹棉花等传统工
艺。“我和同学们走进社区，不仅
听居民刘栋梁爷爷讲了牌楼巷历
史，还看望了孤寡老人、学习了传
统手艺，更加了解家乡。”戚实小
五（4）班学生夏金怡说。

东方社区今年打造了“家校社
协同”项目，社区结对常州经开区幼
儿园，开设祖孙代际类、亲子活动
类、社会实践类 3大类 6期课堂，邀

请 15对亲子家庭学习孝道文化、传
统习俗以及家庭教育方法。
“上课以后，6 岁的女儿经常

会说‘妈妈我给你倒杯水’‘妈妈
你辛苦了’，她开始懂得孝顺是什
么，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家长张莹感叹。
“社区将课堂从‘园内’延伸

至‘园外’，拉长了教育战线，拓
宽了孩子们的学习渠道。”常州经
开区幼儿园园长孙振敏告诉记者，
学校还将利用“请进来互动，走出
去参加”的方式，充分挖掘工业、
老街、民俗等本地资源优势。
“校社联动”已然“遍地开花”：

河苑社区“牵手”常州市第四中学、
宛沿河幼儿园，共同打造“葡萄长
廊”“合苑知耕农场”；金色童年幼
儿园联合戚大街社区，组织汉服走
秀、老兵讲故事等活动，丰富了孩
子们的课余生活。

9月底，在全新的戚大街社
区新党群服务中心，戚墅堰实
验小学一年级学生如约而至。

连续3年，戚实小少先队
员入队仪式都在戚大街社区
举办，孩子们走进“初心馆”
“红领巾角”，浸染在红色文化
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陈慧敏
介绍，社区与学校一年一度的
“不见不散”，起源于10多年前
的“四点钟课堂”。
“当时，学校还没有课后

延时服务，流动人口子女又
多，不少家庭面临放学后孩子
无人管照的‘四点钟难题’。”
戚实小学生发展部主任陈娟

娟说，幸运的是，戚大街社区
抛出了“橄榄枝”，无偿为孩子
们提供课后托管服务。

引导孩子们向老年居民
学习剪纸技巧，举办青少年
绘画巡回展览，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戚大街社区创新
“社工 + 义工”的模式，组
建了一支包含社区工作者、
党员居民在内的志愿服务
队，填满孩子从放学到家长
下班的一小时空档。

学校、家长需要人力、精
力，社区给予阵地、设施与服
务，校社由此结缘：花溪社区
为戚墅堰东方小学学生提供

托班服务，缓解双职工家庭养
育难题；常州经开区幼儿园携
手东方社区，组织幼儿“打卡”
本土新老地标。

如今，中小学课后延时服
务已经普及，曾经的“四点钟
课堂”从社区进了校园。“社区
能人”纷纷成为“课后老师”，
校社联动愈加紧密。
“这些门券里有中国的发

展史，能够培养孩子们的爱国
情怀。”家住花溪社区的“门券
收藏家”张汉明走进家门口的
东方小学，当上红色历史讲解
员。他的邻居戎惠芬吹着葫芦
丝，带孩子们领略艺术之美。

东方社区“家校社协同”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