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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忧手工坊编织灵活就业路解忧手工坊编织灵活就业路
每周二和周五，是富兴街街道朔方

社区解忧手工坊“营业”的日子。12名
来自社区的宝妈和退休大姐齐聚社区活
动室，指尖翻飞间，扭扭棒化作娇艳的玫
瑰捧花、灵动的醒狮摆件……这就是社
区为解决女性就业难题量身打造的解忧
手工坊。

38岁的蒋芳芳是手工坊的“技术担
当”，她曾因照顾孩子中断职业发展，如
今却以“老师”的身份开启新事业：“在这
里干活，接送孩子和挣钱两不误，这对妈
妈们来说太重要了。”

手工坊的诞生源自一场网格走
访。网格员在走访中发现居民王少丽
是5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因高位截
瘫卧床，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在王少丽
的肩头。“王少丽指尖的巧思让我们突
然意识到，或许可以为像她这样的妈妈
们，蹚出一条就业新路。”朔方社区党委

副书记蔡文帅说。
去年11月，解忧手工坊以扭扭棒手

工制作为切入点正式落地。不同于传统
就业模式，这里实行“时间弹性、场地灵
活”的“妈妈岗”机制——宝妈们可以带着
材料回家制作，也可以在孩子上学后到活
动室集中创作。“从去年11月到现在，解
忧手工坊已累计销售了1.5万元，大家都
非常有干劲。”蔡文帅介绍说，辖区中像王
少丽这样的宝妈不在少数，朔方社区为宝
妈们搭建平台，挖掘潜能，增强权能，提升
其社交能力，增加居民收入。

朔方社区还以“你好街坊”联心公益
节为舞台，让宝妈们的作品从活动室走
向市集摊位；同时链接街道办、妇联等部
门资源，打通机关单位团购、线上商城等
销售渠道。王少丽的技艺更是“出
圈”——不仅通过作品销售显著增加家
庭收入，还成为周边社区创业指导老师，

将自己的技艺与经验倾囊相授，以“传帮
带”的方式助力更多女性就业创业。

如今，在朔方社区的各类活动现场，
总能看到手工坊出品的精致扭扭棒手工
作品。而曾经囿于家庭事务的宝妈们，也
摇身一变成为了社区志愿服务的主力军，
她们或是参与邻里调解，或是协助组织活
动，用实际行动回馈社区。“就业赋能”与

“社区共建”形成了温暖的双向奔赴。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基层治理创

新，以“外引内孵”为核心理念，大力孵化
社区特色产业、培育多元社会组织，逐步
构建起社区发展与治理相互促进的良性
循环。在这一进程中，社区主动担当“开
发者”角色，以“网格创造营”为重要抓手，
精准对接居民实际需求，挖掘本土资源与
能人优势，孵化出一批如解忧手工坊般兼
具民生温度与发展活力的社区项目，为基
层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银龄课堂点亮精彩晚年银龄课堂点亮精彩晚年
6月 16日上午，在贺兰县“塞上乐

龄”老年大学太阳城社区分校的形体教
室内，阳光透过洁净的玻璃窗洒在地板
上，伴随着舒缓的音乐，身着练功服的形
体老师康月丽立于镜面墙前，身姿挺拔
如松。

数十位学员整齐列队，目光紧紧跟
随老师的示范，微微调整站姿，努力将松
弛的腰背绷直。她们专注的神情、认真
的姿态，让整个课堂洋溢着积极向上的
氛围，生动展现出老年群体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与热爱。

这所成立于2022年的老年大学，开
设有民族舞、葫芦丝、声乐等课程，吸引
了400名老年人报名学习。“考虑到辖区
老年人众多，且距离县城的老年大学较
远，因此社区在街道支持下申请成立分
校，满足辖区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和精神
文化需求。”富兴街街道太阳城社区副书
记曹乐介绍，自成立以来，这所老年大学
迅速成为辖区老年群体热议的焦点。

今年60岁的张秀君是这所学校的
“资深学姐”，自学校成立之初就报名加

入。张秀君满脸喜悦地表示：“上了形体
课之后，我感觉自己的气质都不一样
了。在这里学习，既能打发退休时光，又
能践行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不断提升
自己，真是太值了！”

居民在老年大学收获知识与快乐的
同时，太阳城社区的康养中心也成为众
多老年人的温馨港湾，患病多年的居民
李长荣便是这里的常客。走进太阳城社
区康养中心，康复训练椅、自动体外除颤
器、血氧仪、制氧机等专业硬件设施一应
俱全。这里不仅配备了齐全的现代化设
备，还开设了中医特色治疗项目，针灸拔
罐、中药贴敷等传统疗法为老年人的健
康保驾护航。专业的护理服务团队创新
采用周期照护与临时照顾相结合、上门
服务与社区参与相结合的模式，进一步
满足老年人文娱休闲、日间休息和日常
理疗等需求，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便捷、安全、舒适、专业的养老服
务。“以前我在异地就医，现在有了康复
中心，到这里来吸氧、做康复治疗很方
便，为我们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李

长荣感慨道。
曹乐介绍，太阳城社区下辖8个小

区，居民2万余人，此前网格员在走访中
了解到，辖区众多老年人最大的愿望就
是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生活照料、就
医护理、精神慰藉等便民服务。为此，社
区积极整合资源，充分发挥共建单位、辖
区商户和企业的力量，在家门口为老年
群体提供全方位服务。从家务管理的贴
心关怀，到健康疗养的专业呵护，再到心
理咨询的温暖陪伴，社区与各方开展深
入合作，将优质资源引入社区，切实解决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听民声，办实事。近年来，银川各社
区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建设老年
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打
造家门口康养中心，为老年人的健康保
驾护航；新建文化长廊，增添社区文化底
蕴；改造居民活动室，为居民提供休闲娱
乐场所；重装老饭桌，解决老年人就餐难
题……银川通过阵地连片建设，实现协
商议事、文娱就餐、康养理疗等服务在家
门口解决。

从便民市场的旧貌换新颜到短视频里传授的买鱼挑虾实用技巧，从老年大学课堂飘出的悠扬乐声到乒乓球室里
跃动的活力身影，从解忧手工坊绽放的朵朵“鲜花”到家门口举办的直通招聘会……银川通过搭建资源整合共享平台、
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力量、创新“线上+线下”双线服务模式，让一项项惠民举措如春风化雨般融入日常生活，将优质服务
精准送达居民的心坎深处。

一刻钟便一刻钟便民圈织就幸福网民圈织就幸福网

今年端午节，一条来自贺兰县新贸市场的

短视频在市民朋友圈刷屏。画面中，卖粽子

的老板笑意盈盈，热情承诺“买粽叶糯米免费

代包粽子”。网友纷纷点赞留言：“太棒了，马

上去”“这也太懂我们手残党了”“服务越来越

好了”……

这条短视频的走红并非偶然，其背后是贺

兰县富兴街街道为民服务的初心。“如今很多

年轻人不会包、没时间包粽子，老年人又心有

余而力不足，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微服务为居

民带来便利。”富兴街街道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包粽子教学，还推出了挑虾线、处理活鱼

等实用科普视频，用接地气的方式，为居民解

决生活小难题。

6月16日，走进贺兰县新贸市场，摊贩的叫
卖声与居民的询价声此起彼伏。生鲜区冰柜林
立，蔬菜区各色时令蔬菜错落摆放，生活日用品
区商品琳琅满目，良好的环境让居民购物既舒
心又便利。

然而谁能想到，两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
样。彼时的新贸市场杂乱无序，路面年久失
修，污水肆意横流，居民们来此购物常常无处
下脚。“我们成立了‘红融’商圈，把综合执法、
市场监管、消防等13家相关部门聚在一起，通
过协商议事，推动新贸市场完成了翻新改
造。”富兴街街道团结社区党委副书记吴冰燕
介绍，经过改造，市场实现了从“脏乱差”到

“净齐优”的转变，为居民打造了一个舒适便
民的购物天地。

近年来，团结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将商圈
内星罗棋布的商业体、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等
资源，编织成一张覆盖全域的服务网络，匠心
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

居民从家中出发，步行15分钟，即可抵达

新贸市场采购新鲜食材，走进社区卫生服务站
享受基础诊疗服务，或是在社区活动中心参与
培训课程、阅读书籍、参加联谊活动等。真正
实现“小事不出圈，生活更便捷”。

便民理念早已深深融入社区工作的每一处
细节。在团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服务受理零
积压、服务质量零推诿、服务方式零距离、服务
结果零投诉”等标语格外醒目。在这里，无论是
办理医保参保、民政救助，还是申请就业创业

证、残疾人补贴等事项，居民都能享受到“一站

式”服务，真正体会到“只进一扇门，办成所有

事”的便捷与高效。

社区工作服务站开展技能培训。

银川践行嘱托这一年银川践行嘱托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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