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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莓姐姐”，助乡村女性放光彩
洪放

“定制服务”更贴心
——贵阳市云岩区“六单制”模式引领志愿服务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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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有一群
暖心的志愿者随时给居民提供“定制”
志愿服务，“群众动嘴、志愿跑腿”已成
为全区志愿服务的新常态，这一切得
益于新时代文明实践“六单制”建立。

自云岩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
展创新探索志愿服务工作以来，辖区
居民群众的“所需、所求、所盼”，都通
过村居问单、中心派单、所站接单、志
愿者领单、群众评单、督导核单的“六
单制”工作法再配置、再优化，使得云
岩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更贴民心、更合
民意。

从点入手，“问单+派单”
激活神经末梢

“我们小区的健身器材有点旧，老
年人们去远的地方锻炼不方便，能不
能给我们换一套新的？”“娃娃一到周
末在家就是玩游戏，希望多组织一点
娃娃可以参加的活动，比如读书会
等。”在贵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
作人员入户走访时，居民说出了自己
的想法。

为精准、及时掌握群众需求，云岩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精心设计志愿

服务活动群众“问单表”，定期组织所、
站工作人员走进千家万户了解民情民
意，将志愿服务对上老百姓的口味和
喜好。

群众的需求摸准了，如何设计志
愿服务项目来满足？根据志愿服务活
动“问单”情况，云岩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梳理出具有代表性、可操作的
需求，派发至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统
筹协调区内外资源“接单”，着力解决
了“人从哪里来、来了做什么、怎样做
得好”的问题，将志愿服务由过去粗放
式的“给群众端菜”变为现在的精准化

“问群众口味”。
如今，科技科普知识、疫情防控讲

座、理论政策宣讲、文艺文化服务、健
身体育活动……一系列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在计划表中“轮番上
阵”。截至目前，云岩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收集到各类诉求282件，一个个
群众“点单”的服务项目正有序落地。

连点成线，“接单+领单”
畅通毛细血管

“目前云岩区正大力开展‘治风’
工作，但‘治风’是什么、群众个人应该

怎么做？”为及时向辖区群众普及农村
“治风”工作重点，作为农村“治风”工
作示范点，黔灵镇茶点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迅速“接单”，统筹志愿服务队
根据自身特长“领单”，把“大道理”变
成“小故事”、把“普通话”变成“地方
话”、把“专题课”变成“坝坝会”，通过
形式多样的宣讲提高群众对农村“治
风”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此外，为将

“六单制”志愿服务落到实处，云岩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还针对出行不便
的群众开展“送学上门”服务，让理论
政策宣传“飞入寻常百姓家”。

“群众在哪里，我们的志愿服务就
到哪里。群众需要什么，我们的志愿者
就提供什么”。云岩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中心帮助志愿者
发挥自身特长，为群众提供个性化、常
态化、多样化的需求服务。志愿者领单
服务项目后，由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跟
单督促，通过“限时办结+及时反馈”模
式确保群众诉求有回声、响应更迅速。

聚线带面，“评单+核单”
促进血液循环

志愿服务的效果好不好，还得由

群众说了算。云岩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通过设立“群众评单”和“督导核
单”机制，打造多元立体的志愿服务
网络，定期邀请被服务对象填写评单
表、组织机关代表回访，并将督导核
单结果纳入《云岩区全国文明城市暨

“文明在行动·满意在贵州”常态化考
核情况通报》，形成可评价、可监测的
闭环模式。从发现志愿服务不足中，
倒逼各志愿分队提升服务水平，将群
众的评价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动力，提
升服务质效。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服务内
容涵盖理论宣讲、教育服务、科技科
普、健身体育和文艺文化等多方面，任
务很重。上门问单模式不仅提高了服
务实效，更让老百姓感受到云岩区真
心为民的初心。六单制从群众问单开
始到督导核单结束，真正实现了服务
闭环，保证了服务质量。”云岩区委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王芳芳表示，下一步，
云岩区还将进一步深化拓展志愿服务
积分制度，确保志愿者队心不散、力量
不断，吸引更多人参与到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中来，通过“六单”这一根
线，织好志愿服务一张网，为群众提供
更优质、细致、全面、暖心的志愿服务。

一根针、一束线，一只巧手上下翻
飞，一只可爱的绿色小马逐渐勾勒成
形……5月 18日下午，在安徽省长丰
县杨庙镇马郢社区的“女红工作坊”，
社区居民孙艳正熟练地做着针线活。

“这个针织的绿色小马最近特别
受欢迎，前几天就有人向我们工作坊
预订了十几只。其实做这个挣不了多
少钱，但是得到大家的喜欢和认可，
让我们很受鼓舞！”作为最早一批参
与社区“红莓姐姐乡村女性成长计
划”的乡村妇女，孙艳坦言，是“红莓
姐姐”帮助她找到了兴趣点，实现了
自我价值。如今，她也完成了多重身
份的转变，不仅成为村里女红兴趣小
组的召集人，还是附近小学受学生欢

迎的刺绣公益课老师。
如何让乡村女性走出家门，实现

自我价值？2019年，在长丰县妇联的支
持和引导下，马郢社区的马郢计划志
愿者服务中心联合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发起“红莓姐姐乡村女性成长计
划”志愿服务项目。该项目以马郢社区
为试点，建立“通识+才艺+技能”课程
体系，成立“赋能人（公益导师）+召集
人（本地志愿者）+成员（乡村女性）”小
组，为乡村女性注入“生活之美、自然
之美、自身之美”的自主发展能量。

“关注乡村女性的精神需求，让每
一种需求都被看见。”该公益项目负责
人丁琳静告诉笔者，项目旨在汇集各
方力量和资源，助力乡村女性素质提

升和深度赋能。
马郢社区志愿服务工作起步较早，

相对丰富的公益资源成为“红莓姐姐乡
村女性成长计划”孕育发展的深厚土
壤。他们一方面利用已有的志愿者资
源，另一方面通过各类平台广泛招募志
愿者作为赋能人，教授乡村女性才艺与
技能。发展过程中，一些组织力强、参与
度高的乡村女性则作为召集人，连接志
愿者与乡村，带领各兴趣小组开展日常
活动。这种“赋能人+召集人+成员”的
模式，形成了“传帮带”的良好机制，激
活了各兴趣小组发展动力。

该项目在马郢社区实施以来，近
20名志愿者围绕通识、才艺和技能课
程体系，陆续为马郢社区留守女性开

设了1个工作坊、7个兴趣小组，即乡
村女性成长工作坊，戏曲、高跷、女红、
摄影、美食、文艺和园艺小组。累计开
展各类赋能课程和活动200余场。各小
组赋能成效明显，摄影小组成功举办
乡村女性摄影展，文艺小组多次参加
各类大型演出，并受邀参加省级电视
台节目录制，女红小组实现自主创业，
平均月收入增加近千元。

每到傍晚时分，马郢社区广场上
都是跳广场舞的人群。“以前跳舞，大
家都是跟着网上自学。这两年，来自艺
术团体的志愿者们定期指导我们学习
民族舞、现代舞等各种舞种，大家都学
得可带劲了，甚至还参加了好几次正
式演出。”马郢社区居民马道英坦言，

过去社区的姐妹们休息时间常常聚在
一起打牌、打麻将，如今都争相参加各
类兴趣小组，打牌的明显少了，家庭也
更和谐了。

2020年以来，“红莓姐姐乡村女性
成长计划”项目累计志愿服务时长约
600小时，项目因成本低、需求高和成
效明显，具有可推广和复制性，已在长
丰县内形成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目前，县里已成立了30多支志愿
者服务队，专门为乡村妇女服务。”长
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心副主任
贺东旭告诉笔者，该县已连续两年举
办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用“真金白银”支持优质的志愿服
务项目持续发展。

在福建永泰，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总是无私奉献不求回报、默默无闻
又认真负责，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
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一群可爱可敬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在农村、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中，他们处处洋溢着朝气，展现
着风采，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增光
添彩。

惠民宣传进万家

“您家有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未接
种疫苗的吗？”“家里其他人都已经接
种疫苗了吗？”……在永泰县下林社
区，志愿者们逐门逐户了解未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人员情况。

目前，对于 60岁以上的老人来
说，接种疫苗仍是抵御新冠肺炎疫情
的最有效手段。为进一步提高老年群
体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覆盖率，切实
做到应接尽接、不落一人，永泰县组
织志愿者开展60岁及以上老年人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宣传“敲门行动”志
愿服务。141家文明单位、1000余名
志愿者第一时间前往“红色楼道长”
报道包保楼道，协助各个社区开展入
户宣传、流调追踪、信息登记、协调沟
通等工作，进一步筑牢疫情防控免疫
屏障。

“通过志愿者的宣传，我明白了
一定要按计划接种疫苗，有效地防止
相应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正准
备去接孙子放学的王大爷非常认同
通过接种疫苗保障自身安全的预防
理念。

公勺公筷进餐厅

“多了一双筷子、一把勺子，多了
一份平安、一份安心，让餐桌更健康、
更文明……”永泰县税务局的志愿者
们向群众宣传道。

为防止食源性疾病传播、树餐
饮新风，永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组织志愿者走进街头巷尾，饭店、
餐厅、小吃铺，将“使用公筷公勺、文
明用餐”的公益广告张贴到堂食区，
提醒每一位顾客就餐时要使用公筷
公勺。

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
现。小餐桌，既有大文明，更有大健
康。不断推进餐桌文明风气培育，志
愿者们用自身行动率先示范宣传倡
导，号召大家一起努力，战胜疫情。

“党建+志愿服务”爱护美
丽家园

为进一步完善“党建+志愿服务”
模式，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志愿服
务的有机结合，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服
务群众意识，日前，永泰县赤锡乡组
织党员志愿者开展了村庄清洁“六清
一改”行动。

活动中，党员干部、志愿者和村
民们齐上阵，利用挖掘机、铁锹、锄
头、扫帚清理草丛中的枯枝杂草、拆
除道路边的废旧篱笆、搬运房前屋后
的废弃杂物，不放过任何一个卫生死
角。自行动开展以来，赤锡乡累计15
个村、200余名党员干部、600余名村
民群众参与到行动中来。

近年来，志愿服务活动的广泛开
展不仅为广大永泰群众树立了积极
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先行的好榜样，
营造出和谐的社会氛围，同时促进志
愿服务的规范化、常态化，也为永泰
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街道南巷社区与区生态环境局、江苏核电有限公司联
合开展了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图为6月2日，环保志愿者向市民广泛宣传水污染、噪声污染、大气污染、海洋
垃圾危害及开发绿色核能建设、低碳生活的重大意义等多种环保科学知识，倡导人们主动增强环保意识，争做
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好市民，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朱华南徐瑞烯 摄

本报讯（徐超）6月5日世界环境
日，河南省周口市生态环境局、周口
市环境保护协会、周口市大铁牛巾帼
志愿者联合会在中心城区贾鲁河畔
举行“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环保行动，
近百名大中学生和社会各界志愿者
参加了活动。

他们手执铁夹、网兜等工具，沿
河堤开展清理白色塑料袋、丢弃杂物
等各种垃圾。“通过活动，让我们了解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养
成从点滴做起的保护环境意识，打造

美丽环保家园。”暑假返乡的大学生
吕梓晗说。

此外，他们还制作了6块以“保护
母亲河，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为主题
的展板，放置在河堤健身娱乐小广
场，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增强群众环
保意识。“通过宣传活动，提醒人们进
一步反思当下的生活方式，让大家明
白，保护生态环境，迫在眉睫，做与不
做，千差万别。爱护环境要从自身做
起，携手共建，享受美好生活。”周口
市环境保护协会会长孙彩云说。

河南周口开展志愿服务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吴孃孃，你的血压测下来偏高，饮食方面要注意少吃油腻食物，身体有
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张爷爷，这个国家反诈中心APP已经给您安装好
了，以后就不会接到诈骗分子的骚扰电话了……”

本报讯（罗平文）为
有效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有机结合，连日来，云南
省曲靖市罗平县鲁布革
乡重拳出击、多方联动，
扎实开展志愿服务“大清
理、大整治、大提升”行
动，聚焦整治难点，紧盯
卫生死角，鼓足干劲、振
奋精神，人居环境再提
升，乡村旧貌换新颜。

“看到干部们忙里忙
外在我们家门口打扫卫
生、捡垃圾、搬杂物，我自
己也想参与进来尽一份
力！”正在和鲁布革乡干
部们一起冒雨打扫卫生
的董大姐说道。既是腊者
村村民也是志愿服务队
一员的董大姐和大家一
起，手拿扫帚、铁锹、撮箕
等工具，对道路两侧的积
存垃圾、草堆、柴堆等进
行全面清理。

不仅是腊者村，在多
依村、乃格村、芭蕉箐村
等村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也正在进行。由村
民、村干部、乡干部组成
的清洁队齐心协力，集中
清理村道上的枯枝落叶、
纸屑、塑料袋、烟头等垃
圾，全面营造干净、整洁、
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志愿服务活动中，村民
才是主角，所以我们广泛
发动村民，让他们参与进
来，在一次次的环境整治
志愿服务活动中，不仅能

够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同时也能养成
健康的生活习惯，从而真正实现有力
又有效地推动村庄变好变美。”副乡长
刘关友介绍道。

今年以来，鲁布革乡以建设美丽
宜居村庄为目标，结合志愿服务活动，
先后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30余次，
参与人员3000余人次，主要对公路沿
线、集镇、村庄道路、万峰湖岸、多依河
周边等地进行环境卫生整治，共清理
建筑垃圾6余吨，枯枝、白色垃圾等5
余吨，整治乱堆乱放20余处，清理沟
渠5000余米，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有效
改善。

近年来，鲁布革乡着力把整治环
境脏乱差、有效解决农村人居环境问
题，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有机结
合，同时，大力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宣
传，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
务活动，严格落实“门前三包”制度，
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落到实处、取
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