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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搬走了，但对这地界儿
有感情，愿意帮着社区做点儿事儿。”
穿着巡逻志愿者坎肩的赵永华走在
红桥区尚都家园社区里，自1993年
退休以来，他就给自己安排了个新的
“岗位”——志愿服务，现在79岁的
他，已经足足坚持了30年。
赵永华后来因拆迁搬到了双环

邨一带。赵永华和妻子双方父母过
世后，两人就商量着去赡养那些需
要照顾的老人。很快，不少老人找
到赵永华，想让赵永华来照顾，甚至
还有人承诺把存款、房子都送给
他。为了避免非议，他和老伴儿决
定，只赡养无儿女、无存款、无人照
料的“三无”老人。
1997年，符合“三无”条件的老

人潘奶奶找到了赵永华。当年，潘
奶奶已经91岁高龄了，老人患有胰
腺瘤和胆结石，独自一人住在一间
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房子破
旧不堪，一下雨就漏。起初，赵永华
夫妇经常去看望照顾老人，为老人
打扫房间、理发、洗澡，陪老人唠唠
家常。有一天下着雨，两人再次去

看望老人时，赶上潘奶奶病情加重，
看到她痛苦的表情，赵永华赶紧叫
了辆出租车，把老人送到附近医院，
由于送医及时，老人从鬼门关闯了
过来。出院后，赵永华把老人直接
接回了自己家，计划等老人身体恢
复好一些再送她回家。有一天，潘
奶奶对赵永华说，我喜欢这个家，我
能一直住在这吗？一句话让赵永华
心疼不已，他马上说:“这儿就是您
的家，只要您愿意，就把我当成您的
亲儿子。”从那天开始，潘奶奶就和
赵永华夫妇生活在一起，直到老人
在98岁高龄时安详离世。
结束了这段“母子”缘分，赵永

华开启了20余年的扶老助困爱心接
力。韩秀荣、闫宝林、霍亚琴、邱秀
卿……一位位老人进入到赵永华的
生活中，成了家里的一员，赵永华先
后认养了14位素不相识的老人，为
其中12人送终。为了帮助更多人，
赵永华在2002年3月5日“学雷锋
纪念日”这一天，以个人名义在家里
开通了“帮办热线”，并定下为困难
家庭服务、为老人服务、为儿童及孩

子们服务、为病残人服务、为求助者
服务的“五服务”原则。这些年，他
和老伴儿每月都从退休金里拿出来
一部分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总
计捐款20多万元。21年来，热线24
小时无偿服务，夫妻俩先后与120
余位求助者结为“帮扶对子户”。
如今，这条热线不仅扶老助困，

还是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宣传服
务小组的热线咨询电话。早在2002
年，赵永华和老伴孙秀兰就完成了
捐赠遗体和眼角膜公证手续，在他
们的努力下，目前全市登记遗体捐
赠人数达到了3000多人，登记捐赠
眼角膜人数也达到了1000多人。
社区居委会将赵永华的故事做

成板报展示在“老赵益事厅”里，这
些年，赵永华做帮办记录的台账以
及最早使用的那部“帮办热线”电话
机成为展品。最令赵永华欣慰的
是，孙女自2010年上学起就节省零
花钱，给被赡养的老人们买食品，陪
老人聊天，还用积攒的零花钱认领
了80个“爱心储蓄罐”，赠送给学校
和社区里的小朋友。

蹲点七八日入户五六家记录二三事友爱一群人

走进好人社区感受爱心律动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记者

蹲点七八天的采访中，一些老年人

都爱说怀念以前住平房的日子，现

在生活条件好了，设施完善的人居

环境让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

家却感觉生活里少了点儿什么。说

来说去，其实他们并非是想要回到

过去没有暖气、上下水不便、生活条

件简陋的居住环境，而是怀念那时

候邻里之间那种亲近的关系，人与

人之间不设防的坦诚相待，过日子

那种热热闹闹的烟火气儿。

社区当然也洞察到了群众这样

的需求，小区里拿出各种办法，给居民

提供生活上的便利，给大家创造更多

接触的机会，丰富群众娱乐生活，满足

人们精神世界的需求，拉近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营造互帮互助、和谐相处的

社会氛围。一桩桩、一件件好人好事，

在社区里却显得那样普通，随处可

见。善行潜移默化的传递，教育、引

导、带动了一大批人，形成了聚集好人

的“强磁场”，形成社区的“好人”文化。

社区是家，邻居是家人，每个人

对家都应该有一份责任，对家人不

忘关爱，这个家才会越来越有凝聚

力。“好人社区”构建起求助、帮扶、

宣传、带动的社区内部良性运转机

制，通过发现身边的“善小”，积“小

善”为“大善”，汇“小爱”为“大爱”，

形成了良好社会氛围。赵永华坚持

30年的善举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

但是这样的正能量每个人都吸取一

点点，就会传承下去，德不厌小，点

滴滋润；善不拒微，聚沙成塔，凝聚

在一起就是强大的力量。

新报记者张艳文/摄

一大早，彰武楼小区的孩子们陆
续走出家门去上学，大人们也都按部
就班赶赴工作岗位。没过一会儿，长
廊里就开始热闹起来，社区里的老人
们陆续出来晒太阳。
彰武楼小区是红桥区咸阳北路街

道彰武社区下辖小区，共有29栋楼、93
个楼门，常住人口2600人左右。虽然
是老旧小区，但是彰武楼小区整体干净
整洁，小区里的长廊是大家最爱来的地
方。最近，长廊又有了“新气象”，大红

底色的“手拉手好人好事榜”非常醒目，
老人们一边遛弯，一边放慢脚步浏览。
榜上写有：书画社王大爷邻里互助、83
岁刘姨孝老爱亲、金剪刀服务队宫姐助
人为乐、78门宋大爷见义勇为、58门齐
姨敬业奉献……记者发现，这里记录的
都是社区里琐碎的身边小事儿，语言简
洁，实时更新。虽然没有具体体现姓
名，最多只是记录了居民的姓氏，但是，
只要是认识的人，都能从描述的事迹里
认出是哪位邻居。

“金剪刀服务队这孩子我认识，她
是老宫家的闺女，娘家在咱小区，这些
年免费给社区里的老人们理发，真给
年轻人带了个好头儿……”老人们兴
致勃勃从榜上寻找着自己的“熟人”。

社区书记赵璐介绍说，这也是一
条“好人长廊”，长廊上张贴的“手拉手
好人好事榜”，记录的都是最近发生的
事件。在此基础上，社区每季度都会
评选一次“身边好人”，并且张贴在“大
拇指季度好人榜”上。

在社区活动室，一本写着“微心
愿记录榜”的小册子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居民王奶奶希望国庆节有
人帮她家里做一次大扫除；失独老
人董某某希望在中秋节吃上美味的
月饼，有人来家里聊聊天。这些“微
心愿”后面，都备注了认领心愿的居
民姓名。
家住13门的刘姨认领的心愿是

“老人走失如何及时回家”。前不
久，社区一名80多岁的老人外出走
失，由于老人年纪大有些糊涂了，说

不清楚自己住哪儿。民警和社区联
系发来老人照片，希望认一下是不
是这个小区的住户。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找来几名老住户一起帮忙辨
认，最终，在刘姨的帮助下，确认了
老人所住的楼门，老人被平安送回
了家。这件事以后，老人走失问题
登上了“微心愿”，刘姨想出了一个
好主意。她提议，给社区里有需要
的老人制作“爱心卡”，卡片上只有
居委会的联系方式，不体现老人的
个人信息，每张卡片都有一个编码，

一张卡对应一个人，领取卡片的居
民信息都登记在社区，信息包括老
人的姓名、住址以及家属联络方式，
这样一来，只要带上这张卡，老人走
失后，通过卡片就能联系到居委会，
居委会也能从卡片上的编码准确找
到老人的家人。这件事得到了居委
会的支持。
“我们发动群众的力量，为大家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事儿都不算
大，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增进人与人
之间的感情。”赵璐说。

志愿服务他给自己安排新“岗位”

“微心愿”爱心在方寸间加快传递

好人长廊社区里的“人气”打卡地

居委会将赵永华的故事做成板报展示在“老赵益事厅”里

邻里之间守望相助、扶危济困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本市推出

“好人社区”相关工作，是在日常生

活实践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建设“好人社区”，是一种社会

“软”治理。通过座谈会、朗诵会、歌

唱比赛等形式宣传好人好事、“好人

社区”，鼓励更多的人做好事，在好

人的带动下，会有更多的社区居民

走进好人队伍。通过“提需求—遂

民愿”实践机制，了解居民需求，精

准精细做好事，使做好事收到良好

社会效益。通过定期推出好人好事

线上线下专栏文章、召开社区表彰

会、评选优秀“好人社区”等方式颂

扬好人好事，加强“好人社区”建设，

营造和谐友好社会氛围。

当好人做好事，建设“好人社

区”，居民友善诚信，邻里和睦友爱，

社区有序和美。以良俗美德加强社

区居民之间的联系，以“软”治理提

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以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提升社区凝聚力，进而

推进整个社会文明进步，让广大人

民群众有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桂慕梅：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天津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暨志愿服务研究中心特聘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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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谈“好人社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