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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金妹，常山县紫港街道金妹社会工作室负责人。2006年开始筹备紫港社区，后担任紫港社区党支部书记，直至2017年退休。2017年12月，紫港街道成立

衢州市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党建品牌工作室——金妹社会工作室，截至目前，志愿者人数已发展至300余人。徐金妹获评2022年度衢州市社区治理先进个

人、2023年衢州市有影响力社会组织人物，金妹社会工作室2021年被评为“常山县民政先锋战队”、2023年被浙江省委老干部局评为“最美银耀志愿服务团队”。

说到做到，有诚信
“预计本月底居民就能用上天然

气了。”近日，记者见到徐金妹，她欣
喜相告。

江北农民新村小区与紫港社区
相邻，2007 年起划归紫港社区管
辖。小区有 101户住户，居民来自县
城不同城中村，是个典型的拼盘式小
区。紫港社区下辖 5个小区，其中 3
个没有物业公司，管理难度较大。
2023年 7月，经街道推荐，徐金妹担
任江北农民新村小区网格长及网格
党支部书记，天然气管道安装工程成
了她面临的首个难题。

经调查发现，不少居民反对该工
程。有人说：“天然气管道应该埋地
下，不该穿过房子外墙。”还有人表示：

“穿墙而过会影响房屋结构安全，还破
坏外立面美观。”居民们议论纷纷。

徐金妹明白这是一项便民工程，
必须让居民参与进来。她充分发挥
党员带头作用，采用“1+N”模式，即
一名老党员带领几名工作人员，逐户

上门听取意见。同时，邀请天然气公
司工程技术人员与居民代表面对面
沟通，详细解读安装流程和要求，为
居民答疑解惑。

工程即将动工之际，301号住户
邵水凤提出反对。徐金妹第一时间
赶到她家，只见 70多岁的邵水凤情
绪激动。邵水凤称房子已有 20多
年，比较老旧，管道穿墙有安全隐患，
还表示：“除非把我家房子外墙渗水
和水管漏水问题解决，否则我不同
意，你们不能强行施工。”

徐金妹耐心安抚邵水凤，承诺帮
忙对接维修，但费用需由邵水凤承
担。她当着邵水凤的面联系维修师
傅，初步谈好价格。第二天，维修师傅
实地查看后确认可以维修。最终，邵
水凤签字同意工程方案。维修期间，
徐金妹还不时去了解进度，邵水凤称
赞道：“金妹说到做到，相信她没错。”

去年 11月底，江北农民新村小
区天然气管道安装工程全部竣工并
通过验收。

以理服人，凭公心
金妹社会工作室成立后，积极挖

掘各类“银发人才”，百余名有专长的
老人加入，组建了基层治理顾问团、
银耀宣讲团、“老娘舅”调解队等十大
志愿服务队。工作室通过整合资源，
在党建引领下，不断创新，让这些银
龄智囊团在社区治理和志愿服务中
发挥重要作用。

2021年，紫港社区外港片区安
置小区住户老张和老吴发生纠纷。
老吴发现房屋外公共下水管道接口
破损，污水外溢，厨房有臭味，便向

“老娘舅”调解队求助。
在徐金妹和“老娘舅”占龙金等人

协调下，维修师傅查看后认为需更换
一至二楼整根水管。老吴找一楼的老
张协商费用，老张却坚决不同意，认为
自己不该出钱。双方为此争吵不休，
甚至大打出手。老吴多次扬言要投
诉，还天天到工作室要求解决问题。

老吴是社区常住居民，和徐金妹
比较熟悉。徐金妹利用休息时间去
看望老吴，老吴说出了和老张多年的
积怨，表示自己并非承担不起费用，
只是咽不下这口气。

徐金妹从房屋公共设施的归属
和权益等方面，向老吴讲解相关规
定。最终，在“老娘舅”调解队成员、
街道联居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见证
下，双方同意均摊费用，并在调解书
上签字。在徐金妹的倡议下，两人握
手言和，化解了多年的矛盾。

近年来，“老娘舅”调解队创新实
施问题答复制度，对群众问题进行分
类处理。一般问题1日内答复，复杂问
题2日内答复，疑难问题3日内答复，
做到“小事不出楼幢，大事不出社区，难
事不出街道”。在他们的努力下，“有事
就找紫港老娘舅”成了居民的口头禅。
截至目前，调解队已成功化解300多起
矛盾纠纷，成员也增加到11人。

文化赋能，助力精神共富
徐金妹和工作室成员虽大多年

逾花甲，但始终热心公益，服务基层
群众。去年年初，工作室开设了“党
群服务心连心、红色传承向幸福”文
化赋能服务团项目。同年8月，该项
目入选常山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

获得县民政局的公益资助。
文化赋能服务团项目包括文化

走亲、趣味活动、邻居节等，旨在推动
文化进基层，促进社区与农村的文化
交流，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
盛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文化走亲，越走越亲。去年10月
6日，金妹社会工作室联合辉埠镇路
里坑村，在路里坑矿山营地举办“村社
携手一家亲、文化走亲邻里情”文艺演
出。200多名文艺爱好者带来了18个
节目，涵盖乐器演奏、舞蹈、合唱、戏剧
等多种形式。徐金妹说：“通过这些文
化活动，既能让老年朋友展示风采，又
能增进村社之间的联系，让大家感受
到祖国的繁荣和家的温暖。”

2024年，金妹工作室共举办了 6
场文化走亲活动，将文化的种子播撒
到常山县各个乡镇街道。文化走亲
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还实现了资源

共享，让“文化亲民，文化惠民”落到实
处。徐金妹表示，未来工作室将在县、
街道的文化引领下，继续发挥银龄力
量，把更多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
家门口，让文化在交流中焕发生机，通
过文化赋能增进邻里情谊，营造浓厚
文化氛围，共同描绘富裕美好的生活。

二十多年的社区工作，徐金妹用诚
心、公心、恒心和爱心赢得了居民的认
可，但她非常低调，总是把功劳归于团
队，认为荣誉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徐
金妹就像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坚
守在基层一线。居民们亲切地称呼
她“金妹阿姨”，这一声称呼饱含着信
任，也意味着她肩负的责任与担当。

紫港街道相关负责人说，金妹社
会工作室将发挥徐金妹榜样人物的

“虹吸”效应，撬动全县公益力量，成
为常山县对外金名片。

徐金妹

徐金妹：“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
记者 吴红梅

每天上午8点30分，柯城区府山街道残疾人之家渐渐热闹起来。工作人员陆续进入，互相打着招呼，各自走向工作岗位。

这个位于市中心的残疾人之家，有36位残疾人在这里工作或学习。小周是当天的值班门卫，他一早就来了，在大厅门岗为来访人员登记信息，引导有序停

车；听障姑娘小郑是位手工达人，她安静地在陶艺铺里摆弄黏土；小刘腰不太好，不能久坐，便在后面的小操场上走两圈；更多人走向工疗室，开始制作一种按摩

用的棒槌。

“我们不仅是朋友、同事，更是追求美好生活之路上的同伴。”负责人徐慧希望在这里营造一个平等的工作氛围。尽管有时需要“揠苗助长”，但每个人都在突

破舒适区，成为更好的自己。

徐慧：带他们做更好的自己
记者 徐佩 文/摄

一起为“家”担责
2021年，徐慧辞去原工作，来到

府山街道残疾人之家担任负责人。
这里的残疾人大多为精神或智力残
疾者，他们四肢健全，但在认知或情
感表达上存在障碍。

初到残疾人之家，徐慧便注意到
残疾人之家的管理方式太过“精
细”。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上午，
一位母亲护送女儿到残疾人之家后，
把手上提着的一大包被褥交给了工
作人员，工作人员习以为常地接过被
褥，上楼铺床。

“这就像照顾幼儿园的孩子。”这
个细节让徐慧开始反思，这种“保姆
式”的照护方式是否适合精神或智力
残疾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她发
现这里的残疾人做事认真，情感细
腻，完全有能力自理。于是，她决定
改变管理方式。

徐慧做的第一个改变是分包干
区，将原先工作人员一手包办的清洁
任务，分给每一位残疾人。根据他们
的能力，划分不同区域，能力强的负
责打扫地面卫生、整理寝室，能力弱
的负责擦桌子、扔垃圾。自己的床铺
自己整理，自己的物品自己管理。

起初，这项措施遭到许多人反
对。有残疾人说打扫卫生太难了，不
会做；工作人员认为教他们做一遍比
自己做更累；也有家属认为，让残疾
的子女干活太委屈他们。面对这些
声音，徐慧耐心解释、说服。碰到不
理解的家属，徐慧便会问：“等你老了
或者病了，谁来照顾他？如果可以从
扫地、擦桌子开始学着自理，以后他
们一个人时起码不会饿着，不会渴
着，能自己照顾自己，这多好？”

从一块地、一张桌子开始，这
里的残疾人开始试着承担起“家”
的职责。

之后，徐慧和老师们通过各种方
式教残疾人生活技能，提醒他们保持
卫生整洁，要求他们回家干家务并打
卡。每周一的例会，徐慧也邀请所有
残疾人一起参加，共同为残疾人之家
的管理出谋划策。

坚持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原先
不爱干净的老赵知道收拾自己了，之
前什么都不干的小吴回家会干家务
了，还有人学会了煮面、做饭、包饺
子，再也饿不着自己了，原先随地吐
痰、乱扔垃圾的现象也都不见了。自
身卫生和“家”的环境，每一位残疾人
都会自觉维护。

说起这里每一个人的转变，徐慧
自豪又心酸，“这些转变来之不易。”
她感叹道。

发挥所长共创事业
小高是“憨豆儿”烘焙小组的组

长。她是一名精神障碍患者，从前的
她沉默寡言，时常自己一个人待在角
落里，如今她能够上台分享自己的故
事，会主动找老师谈心，同时也找到
了烘焙这一兴趣，带着烘焙小组的其
他成员一起制作美食。

“他们都是年轻人，有力气、有想

法，有一位还是名校毕业的，有知识，
适合做的事情有很多。”徐慧介绍，理
顺管理方式之后，残疾人之家更要为
残疾人创造平台，让他们各显其能。

根据残疾人不同的兴趣爱好，府
山街道残疾人之家开设了陶艺铺、花
圃、烘焙坊，为他们提供原材料，邀请
专业老师来授课，鼓励他们尽情展现
一技之能。以此为基础，更多的摆
件、绘画、编织等“憨豆儿”品牌产品
横空出世。徐慧及老师们便带着残
疾人上街摆摊，卖手工制品，向市民
展示残疾人的手艺。

后来，残疾人的手艺越来越好，
产品质量也逐渐提升，“憨豆儿”产品
再次升级，推出了“古城文创”系列产
品、“憨豆儿”甜品等。

产品有了，但想要有收入，推广
销售也是一道难题。徐慧开始频繁
拜访各家企业、商会，府山街道的工
作人员则负责与政府单位进行对
接。通过各种渠道的努力推销，这些
由残疾人制作的产品逐渐获得了广
泛认可。产品不仅成功上架至市政
府采购平台，还荣获了省级残疾人就
业创业产品供应链品牌“浙励甄选”
的认可，为“憨豆儿”产品提供了一个
省级的展示窗口。

2024年8月中旬，“憨豆儿”烘焙
小组接到了近千份月饼订单，为了保
证月饼的新鲜，烘焙小组从8月底开
始制作。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喜
好，“憨豆儿”月饼在 2023年牛肉和
蛋黄口味的基础上，增加了双黄白莲
蓉、红豆沙、绿茶、奶黄流心等口味，
小高和同事们干得热火朝天。

“那是我 2024年最有成就感的
一段时间，我们中午都不想睡觉，一
直在赶月饼订单，每一份订单都是
对我们的认可。”回忆起和同事们做
月饼的时刻，精神障碍患者小周笑

得十分满足。

创造更多社会价值
每天上午，衢州市区上街仁德路

6号小屋窗前总会排起长队——8点
至9点，小店所处社区80周岁以上老
人，都可以来这里免费领取一杯豆
浆。小店的招牌上，还写着这样一段
小字：店内服务员都是特殊关爱人
群，从点单、结账、制作豆浆和茶点
等，全部由他们独立完成。这是府山
街道残疾人之家运营的一家助老豆
浆店，也是徐慧为残疾人“走出去”而
谋划的项目之一。

2022年初，柯城区府山街道想
利用仁德路 6号的空店面设立助老
项目，徐慧得知后主动请缨，把残疾
人就业创业项目与助老项目结合，打
造残疾人实训基地，让残疾人为老年
人做些事。

2022 年 5 月，豆浆小屋正式开
业，获得社会各界诸多关注。一杯杯
温暖的豆浆传递出的不仅是关爱，更

是残疾人的自尊自强，更多人通过这
个窗口看到了残疾人的无限潜力。

每周四是小周在豆浆小屋轮训
的日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她打扫卫
生、招呼客人、磨豆浆，忙得不亦乐
乎。“今天我是豆浆店的工作人员，其
余时间我会在残疾人之家做来料加
工，在‘憨豆儿’烘培小组和大家一起
做糕点。”说起自己如今的生活，小周
感叹道：“非常充实。”

2024年 10月 24日，小周还随同
事们来到麦当劳（衢州中银店）参加
社会实践，负责清扫、迎宾、点单等工
作。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毫不怯
场，大方展示自己，做好本职工作。
小高还因为表现出色，获得麦当劳
（衢州中银店）的兼职邀请。

“之后我们会尽力联系更多的企
业，让他们获得更多实训的机会，展
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价值。”徐慧
说，她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消除社
会对残疾人的偏见，也让残疾人获得
更美好的生活。

徐慧与残疾人制作的文创产品。

徐慧

2023年4月，在常山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徐金妹（左一）参加县政协组织
的“政协同心圆”座谈会。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