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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村劳动
力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的教育与
成长问题备受关注。在镇雄县，

“儿童之家”、农家书屋、春苗学校
等地的暖心举措相继落地见效，
课后、周末、寒暑假和节假日里，3
万名留守儿童有了专属的“成长
驿站”，用知识传递与心灵陪伴托
起孩子们的希望与梦想。

周末课堂托起七彩童年
“在这里很开心，可以跟‘爱

心妈妈’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假期
和周末我都会来。”镇雄县呢噜坪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沛泽苑社区
儿童周永秋一边用黏土捏着小花
一边告诉我们。

每到周末，沛泽苑社区“儿童
之家”都会变身创意工坊，孩子们
在“爱心妈妈”和志愿者的陪伴
下，做手工、玩游戏、学知识，尽情
享受欢乐时光。“孩子们在这里收
获了很多快乐。”志愿者康美玲是
一个 9岁孩子的妈妈，在“儿童之
家”已坚持公益陪伴4年。她激动
又自豪地说：“孩子们会从家里带
糖果来跟我分享，真的太幸福了，
这是他们对我个人的一种认可。”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在“儿童之家”隔壁80平方米的农
家书屋内，孩子们正在社区党总
支书记秦雪芳的带领下朗诵课
文。自 2019 年投入使用以来，农
家书屋成了孩子们的托管中心和

“第二课堂”。碰上周末和假期，
53 名志愿者轮流值守，为留守儿
童提供作业辅导等服务。说起和
孩子们的相处，秦雪芳顿时哽咽
起来：“对于孩子来说，没有家长
陪伴是很心酸的，所以我们都把
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照顾，做
他们坚实的依靠。”

沛泽苑社区还整合了民警、
教师等专业力量，共同开展作业
辅导，既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又使托管中心成为安全教育、兴

趣培养的重要平台。“对留守儿童
来说，最需要的是关心和关爱。”
镇雄县南台街道办事处负责人
说，“我们尽量让孩子们在学校里
有老师陪伴，回到家里有社区工
作人员陪伴。通过提供连续的关
怀，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健康快乐
的成长环境。”

春苗学校重塑家的温度
当我们走进镇雄县春苗学校

时，学生们正在操场上跑步、跳
绳、打篮球……

这是昭通市第一家也是唯一
一家针对特殊家庭的少年儿童进
行关心关爱的封闭式全寄宿制学
校，由镇雄县旧府街道原酒房小
学改造而来。学校整合了 350 多
万元资金，新增43个教师编制，成
功建成了一所全托管学校，解决
了700多名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
学习和关爱问题。

“我们既是老师，又扮演着父
母的角色。”春苗学校校长郭祥远
介绍道，学校致力打造“像家庭一
样的学校，像父母一样的老师，像
兄弟姊妹一样的同学”，探索“吃、
住、学、乐在学校”的管理模式，给
孩子们提供家的温暖。“我们不但
要完成规定的教学、教育内容，还
要承担对孩子们的监护任务，让
这些孩子有人教、有人管、有衣
穿、有饭吃、有学上，能够健康茁
壮地成长。”郭祥远补充说。

教师丁薇说：“我依然记得第
一天走进教室的情景，孩子们很
胆怯，不敢来和我交流。”那天，丁
薇没有进行教学，而是主动和孩
子们拉近关系，成为朋友，像妈妈
一样照顾他们。经过半年时间的
相处，孩子们逐渐变得活泼开朗。

在春苗学校，孩子们不仅能
接受优质的教育，还能通过参加
乒乓球、象棋等丰富多彩的社团
活动培养兴趣爱好，提升综合素
质。在这里，孩子们找到了归属
感，有的甚至周末都不愿回家。

“在学校比在家里开心。”学
生张渊说，学校有关心他们的老
师，还有一起玩耍的小朋友。

“老师们很好，既贴心又漂
亮，像天使一样。”学生袁星月云
说，“我以前成绩不好，现在进步
了很多，可以考八九十分了。”

镇雄县的“儿童之家”、农家
书屋及春苗学校，以切实行动为
特殊家庭的儿童构筑温暖、快乐
的成长空间，有效破解了教育与
成长的难题，用爱与关怀托起希
望，助力孩子们茁壮成长、逐梦
前行。

镇雄县在实现“老有所养”的
基础上，通过打造“零工之家”灵活
就业平台，组建“银发调解室”参与
社区治理，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

“二次价值”。“老有所为”让夕阳红
更美、更精彩。

“零工之家”
灵活就业托起银发价值

今年 61岁的镇雄县南台街道
沛泽苑社区居民李申会每天都会
到社区的“零工之家”，和老姐妹们
围坐在一起边唠家常边做手工。
她拿起盘扣告诉我们：“像这种扣
是做 1 对 3 角钱，另外这种叫葫芦
扣，做 1 对 2 角钱。”呢噜坪纺织服
装产业园的技术员谭飞会不定时
地来这里教大伙儿做盘扣。她说：

“我把方法教给她们，讲清楚质量
要求，做好以后我们会派专人来回
收，工资是按月发放。老人们有空
就做，时间比较自由和灵活。”

“零工之家”是镇雄县呢噜坪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打造的灵活
就业平台，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可
以在这里重拾针线技艺。

“工作内容简单，一天能挣到
二三十元，而且和大家一起劳动很
快乐。”安置区居民马献珍开心地
说。她每天把孙子送到学校，做完
家务后，就会来“零工之家”做些手
工。李申会接过话乐呵呵地说：

“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赚点零

花钱不成问题。”
作为昭通市安置规模达上万

人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呢噜坪
安置区依托纺织服装产业园，创新

“社区+园区”模式，将产业园的剪
线头、做盘扣等工序分解为居家代
加工项目，园区提供订单，社区组
织培训，企业计件付酬。如今，呢
噜坪纺织服装产业园已形成“培训
—加工—回收”完整链条，11家企
业不仅吸纳了3300人就业，更通过
原料加工带动9000人灵活就业，其
中老年零工群体贡献了独特的“指
尖力量”。

“每年能够带动老年群体人均
增收 6000多元。”镇雄县南台街道
办事处党工委组织委员许虹说，

“由党组织统一领取服装配件，组
织80多名老年人从事做纽扣、剪线
头等代加工。”

安置区配套建设的幸福食堂、
“老年之家”等，与零工经济形成了
“物质+精神”双重供养体系，真正
实现从“安置”到“安居”的质变。

银发调解室
余热生辉筑牢治理根基

近年来，镇雄县南台街道文卫
社区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组建“银
发调解室”参与调解工作，9名退休

党员干部凭借多年的群众工作经
验，将下水道改造等“老大难”问题
的化解率提升至 90%以上。“老党
员们说话管用！”居民陈家贵指着
新改造的排水管网感慨地说，“居
民们遇到大事小事，他们都会来帮
忙处理，大家都很信任他们，也积
极配合他们的工作。”

这些银发调解员既懂政策法
规又知民情冷暖，在调解实践中摸
索出了“情理法交融”工作法。“平
时多掌握一些信息，多了解一些情
况，尽量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调解时，既要兼顾各方，又要公平
公正，这样群众才会信服你。”银发
调解员成联宽说，“能发挥余热，继
续为群众办实事，我心里很踏实。”

老党员们将“夕阳红”演绎成
“志愿红”，既破解了社区治理人才短
缺的困境，又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产城人融合
三机制三平台织密民生保障网

镇雄县是昭通市的人口大县
和劳务输出大县，全县有 18.28 万
名老年人，其中留守老人有1.04万
名。面对老年群体，镇雄县构建

“结对帮扶+联席会议+强制报告”
机制，搭建县、乡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活动阵地，依托政府兜底

平台，联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者、社区志愿者及社会公益慈善
形成“五社联动”机制；明确托管代
理人、包保人、监督人职责；紧盯源
头治理，推动家庭监护归位，织密
民生保障网。

通过省级创业孵化园、3 个产
业园和1167个创业工坊集群发展，
回引5.3万劳动力在家门口创业就
业。“通过解决挣钱和顾家两难的
局面，从源头上减少老人、孩子留
守的现象。”镇雄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老年人有事做，他们的日子会
更加充实，生活也更有意义。他们
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就有了归
属感，晚年生活会更有质量。”

从“生计型养老”到“发展型养
老”，镇雄县正在用实际行动破解
老龄化社会课题。当银发智慧与
社区需求碰撞出火花，“老有所为”
不再只是愿景，而是基层治理最亮
丽的风景线。

在镇雄县，一场关于爱与陪伴
的温暖行动正在展开。通过创新
社工服务、教师结对帮扶、政府机
制保障等多措并举，这个地处乌蒙
山区的人口大县为 1.04 万名留守
老人和3万多名留守儿童撑起温暖
的天空，让银发笑颜与稚嫩童声绘
就基层治理的暖心画卷。

银发重拾童趣 生命长河留痕
“这是什么？”“耳朵。”“哈哈

哈，这是嘴巴……”在镇雄县南台
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李顺宽和邻
居们在社工的带领下重温童年游
戏，皱纹里盛满笑意。他说：“我们
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可以在社区
里重返小时候的欢乐时光，学插
花、捉迷藏、做游戏让我感到很幸
福，这样的生活确实不错，而且社
工们对老年人也比较关心。”

为给老人们更多的陪伴，这个
省级社会工作示范站创新推出“生
命长河”服务。社工们通过入户访
谈，了解老人们的生活经历，梳理
他们的人生故事，并将其制作成图
文卡片送给他们。“主要是陪伴老
人，让他们有一个倾诉对象。”镇雄
县南台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社工
陈惠林表示，开展“生命长河”服务
还能为老人们提供心理支持，让他
们意识到自己的人生里还有很多
重要的事情，可以在回溯人生的时
候发现自己的意义。

“她们来陪我们摆龙门阵，不
经意间又过完了一天，她们离开
后，我发现自己开心多了。”文德苑
社区的李朝芝感慨道，这样的陪伴
很舒心。

教师化身“家长”舌尖心间双温暖
傍晚时分，新村社区的罗先琼

家飘出阵阵饭香。这对“教师夫妻
档”的小家，是班上留守儿童的“第
二个家”。

“在这里就有家的感觉。”学生
徐钰彤一边做作业一边说，她放学
了就会来这里，罗老师会做饭给她
们吃，还会辅导她们的作业。

“罗老师像妈妈一样。”学生余
泽丹说，自己很喜欢这个家。

“孩子们的爸爸妈妈都在外务
工，我们希望能代替他们的父母照
顾他们，让他们多学点知识。”罗光
琼的丈夫朱家朝常常变着花样地
做孩子们爱吃的饭菜。“他们喜欢
吃洋芋，所以我每顿都会做洋芋，
瘦肉或者腊肉也是必备的。”

“作为他们的老师，我不帮助
他们，谁来帮助他们。”和丈夫一起
忙着准备饭菜的罗先琼说。

罗先琼所在的文德九年一贯
制学校是一所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配建学校，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
就有565名留守儿童。“每名留守儿
童都有‘校园爸妈’。”校长周丽告
诉我们，“针对这些留守儿童，学校
建立了两级帮扶机制，校领导挂钩
到年级，班主任及科任老师挂钩到
学生个人，确保第一时间了解学生
的基本情况，因生施策，及时提供
有针对性的帮扶。”

制度组合拳托底民生
作为云南省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试点县，镇雄县通过打好“制度+
平台+人员”组合拳，建立结对关爱
机制，明确托管代理、包保、监督三
方责任，建成56个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和 262个村（社区）儿童之家，实
现 1万多名留守老人和 3万多名留
守儿童“有人管、有人问”。镇雄县
织牢织密民生保障网，通过一对
一、一对多的帮扶形式，对“一老一
小”实施全过程的关爱帮扶，让夕
阳更美、朝阳更红。

从白发苍苍的笑颜到孩童欢
快的笑声，镇雄县用民生温度丈量
社会治理新高度，让关爱成为最动
人的发展底色。

昭通是劳务输出大市，人力资源总量和外出劳动力数量都是全省之最。“一老一小”一头牵着夕阳、一头连着朝阳，关系千家万户。要答好
“一老一小”这张民生答卷，需要凝聚起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共识，汇聚“一老一小”工作强大动能。昭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解决“一老一小”
关爱问题，提供必要的设施场所和经费保障，组织社会力量，推动全市3.2万名留守老人“生活保障到位、困难帮扶到位、健康服务到位、关心关
爱到位”，9.2万名留守儿童“管护有人、学业有教、困难有助、健康有保、安全有护、活动有家”。本报从即日起开设“一老一小”专栏，持续关注
昭通市在基本养老、托育及生活保障方面的做法，展示就业创业、产业带动、教育发展等多领域的支撑保障成果，关注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在
这一领域持之以恒的努力，描绘好“幸福生活在云南”的昭通图景的生动实践。

开栏的话：

赤水之源

爱意流淌

﹃
成
长
驿
站
﹄
托
起
希
望
与
梦
想

“老有所为”书写最美夕阳红

﹃
一
老
一
小
﹄

民
生
温
度
丈
量
社
会
治
理
高
度

地处乌蒙山深处的镇雄县，以创新思维破解留守困境，将
“银发力量”与“童心陪伴”巧妙地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出充满温
度的社会治理样本。因情施策，通过激发群体内生动力，让老人
和孩子在相互滋养中找到生命的价值。

针对老年群体，镇雄以“社区+园区”模式开辟新路径。巧手
老人用针线编织出经济收入与精神满足的双赢局面，退休党员干
部运用丰富的经验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将“夕阳红”转化为治理效
能，实现了从“被照顾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这不仅满足了
老年人对尊严与价值的需求，也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智慧与温度。

镇雄县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则彰显“以爱育人”的真谛。在
“爱心妈妈”和志愿者的陪伴下，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尽享欢乐
时光。春苗学校教师化身“校园爸爸妈妈”，文德九年一贯制学
校教师家飘出的饭香，让孩子们有了亲情的陪伴，弥补了成长中
缺失的关爱；社工通过“生命长河”计划倾听老人的故事，以双向
陪伴消除代际孤独。这种精准的情感供给，既让学校成为孩子
的“第二家园”，也让老年人的阅历转化成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真正的民生工程不仅在于硬件设施的
建立与完善，还在于能否让皱纹舒展、让眼睛发光。当基层治理
超越制度的刚性约束，关注人的情感需求与价值实现，便能奏响
社会和谐的最美乐章。

记者手记：

谱写基层治理和谐乐章
杨 芳 苏 燕

（除署名作品外，本版文字、图
片由记者 苏 燕 杨 芳 孙贵波 安
德立 通讯员 程 洪 程 芳 提供）

留守老人在制作手工品。

留守儿童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尽享欢乐时光留守儿童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尽享欢乐时光。。

温暖的“儿童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