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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妇女儿童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
昭阳区幸福馨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兰家
仙准时出现在社区“幸福生态共享菜
园”里，她熟练地俯身查看蔬菜长势，与
几位早起的老人聊着家常。3 年前，这
里还是杂草丛生、暗藏水塘的洼地，孩
子们经常在此冒险戏水，安全隐患突
出。如今，这里已成为联结搬迁群众情
感的纽带和社区互助的象征。这片菜
园的变迁，正是兰家仙用真情和汗水为
幸福馨居 3000 余名搬迁群众编织“幸福
网”的一个生动缩影。

共享菜园解食忧

幸福馨居社区是昭阳区第一批易地
搬迁安置点，汇聚了来自苏家院、炎山、田
坝、洒渔、靖安等 13个乡（镇）的搬迁群众
共 711 户 3031 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 350
余人。如何让这些离开故土的群众，特别
是高龄、独居老人真正“稳得住”，过上有
温度、有尊严的生活，是兰家仙心头最重
要的牵挂。

“解决群众，特别是独居老人煮饭难
的问题，一直是我很想做的事情。”这个朴
素的愿望，让兰家仙把目光投向了社区北
角那片荒废的洼地。改造这片荒地不仅
能消除安全隐患，还能为社区创造价值。
说干就干！2021 年，兰家仙带领社区“两
委”班子成员、老党员、热心居民等，扛起
锄头、铁锹，开始了艰苦的垦荒。3 个半
月，无论晴雨，天天都能看到兰家仙和居

民们忙碌的身影。70 岁的赵大爷是参与
者之一，他感慨道：“兰书记说这片地能养
活人，能帮上大家伙儿，我信她！跟着干，
心里踏实！”

汗水浇灌出希望。昔日的洼地变
成了生机盎然的“共享菜园”，这片 12.8
亩的菜园上，30 余种瓜果蔬菜长势喜
人。菜园直接对接社区另一项暖心工
程——“幸福食堂”。每天清晨，带着露
水的新鲜蔬菜被送往食堂后厨，成为老
人们碗中的健康美味。吃不完的蔬菜，
一部分送给小区里的困难家庭、留守老
人和留守儿童；一部分则由兰家仙组织
人员送往附近的养老院。“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也要回报社会。”兰家仙这样解
释蔬菜的分配原则。

“幸福食堂”开办 3年，烟火气从未间
断。兰家仙深知众口难调，便收集老人们
的意见，不断调整菜品口味，让菜品更符
合老年人的饮食习惯。更贴心的是，社区
为 30余名 78岁以上高龄老人提供了免费
就餐服务。提起社区干部，赵应芬老人的
话语里满是感激：“他们很关心我，怕我饿
着，隔几天就来看望一回。要是早上没去
食堂吃饭，他们就会打电话问我在哪里。
有几天我身体不舒服去不了，社区干部就
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家里来，大家都很关
心我。”

爱心矩阵护老幼

“一老一小”是最需要关爱的群体。

兰家仙的目光，不仅聚焦在老人的餐桌
上，还落在孩子们的身上。

为了解决留守儿童放学后无人看
管、功课无人辅导的问题，兰家仙推动开
设了“四点半课堂”，组织志愿者为孩子
们提供课业辅导和陪伴。随着经验的积
累和需求的增长，“四点半课堂”逐步升
级为功能更完善的“儿童之家”。在这
里，孩子们不仅能完成作业，还能参与丰
富多彩的兴趣活动。留守儿童刘林燕兴
奋地分享她的体验：“我们在这里很幸
福！兰姨妈对我们特别好。她经常带我
们去菜园里种菜、拔菜、收菜，体验劳动
的快乐。她还请来了老师教我们画画、
写字，辅导我们写作业。”令人欣喜的是，
在兰家仙的引导下，许多孩子从“四点半
课堂”的受益者成长为积极参与社区服
务的“小志愿者”。

社区还建立了“村史馆”，陈列着搬迁
群众带来的老物件和家乡照片。兰家仙
希望以此留住乡愁，让搬迁群众特别是年
轻一代铭记来路，珍惜当下的新生活，从
而更好地融入社区。同时，她积极协调各
方资源，开办了社区“爱心超市”，并采用
积分制进行管理。居民通过参与社区志
愿服务、维护环境卫生、遵守社区公约等
获得积分，可用积分免费兑换超市里的
米、面、油、学习用品等物资。“我们爱心超
市的管理模式是接收时有清单、发放时有
明细，每月兑换一次，确保大家需要的东
西都能兑换到。”兰家仙介绍道，这种模式
极大地调动了居民的积极性。“社区有些

‘懒汉’，现在为了积分也会主动参加活
动。还能给孩子换新书包，多好！”居民老
陈高兴地说。积分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居民的精神面貌，促进了社区文明风尚的
形成。

就业车间筑根基

安居是基础，乐业才是根本。兰家仙
深知，要让搬迁群众真正扎根下来，关键
是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让他们在家门
口就有稳定的收入。

2021 年起，兰家仙多方奔走，积极对
接企业资源。她反复沟通协调，终于成功
引进了蕨薹加工厂和核桃加工车间。“我
跟他们承诺，只要他们肯工作，家里的老
人和孩子就交给我，我会把他们当成自己
的亲人一样来对待。”兰家仙的承诺掷地
有声。这两个车间的落地，为社区提供了
100 余个就业岗位，让许多搬迁群众实现
了“楼上安居，楼下就业”的梦想。

居民刘发美就是受益者之一。搬来
幸福馨居后，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我家是从炎山大坪子搬来的，兰家
仙书记对我们特别好。核桃车间是她费
心费力办成的。现在孙子读书也方便多
了。”刘发美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只要
勤快，天天都有活干。我早上起早点，先
把公益性岗位负责的社区公共卫生打扫
干净，再进车间敲核桃。这样下来，一个
月能收入 2000 多元。”在家门口就能获得
稳定的收入，让刘发美一家对未来充满了
信心。

在兰家仙的带领下，社区集体经济日
益壮大。社区成立了昭通市昭阳区邦农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公司年收入 70
余万元；组建了合作社，年收入超过 3 万
元。这些收益全部用于社区建设和服务，
形成了良性循环。

贴心管家化心结

社区是个大家庭，磕磕碰碰在所难
免。兰家仙不仅是社区的“领头雁”，还
是居民信赖的“贴心人”和“和事佬”。

她在社区推行“三必访”制度，即困
难家庭必访、独居老人必访、矛盾纠纷必
访，每年走访居民超 1000 户。她的工作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各家各户的急
难愁盼问题。在调解矛盾纠纷时，她运

用街道、驻村工作队、社区三重联动机
制，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网格，明确网格员
职责，建立了“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
社区”的快速响应机制。她注重在调解
中普法，及时纠正群众的错误观念。在
她的努力下，幸福馨居社区连续 3 年实
现命案“零发生”、信访“零记录”，真正成
为一个平安和谐的港湾。

2019年春节期间，兰家仙在走访时发
现居民李大爷家的情况令人揪心。智力
障碍的老伴、腿伤未愈的儿子、4 个年幼
的孙子，让整个家庭陷入困境。兰家仙立
即行动，鼓励其儿子康复后外出务工，并
郑重承诺：“你放心去，孩子交给我！”她为
李大爷家申请了公益性岗位、低保，帮助
这个家庭渡过难关。

2021 年 4 月，3 个孩子放学后突然失
踪！兰家仙心急如焚，立即组织人员连夜
搜寻。3 天后，终于找到了蜷缩在玉米地
旁的孩子们。原来，他们想徒步回老家，
途中在高速公路下的桥洞露宿，饿得只能
生吃蚕豆。孩子们扑进兰家仙的怀里放
声大哭，她也心疼得泪流满面。事后，兰
家仙不仅引导孩子们认识独自外出的危
险，还着力调解家庭矛盾，督促家长营造
良好的成长氛围，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

扎根基层 25 年，兰家仙先后获得云
南省红十字会“铜蒲公英徽章”、昭阳区

“巾帼建功标兵”等多项荣誉。她用朴实
的行动、无私的奉献，在幸福馨居这片新
家园上，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充满温情
的“幸福网”，稳稳托起了千家万户的安居
梦、致富梦。“我会带领社区‘两委’和楼栋
长，为社区居民做好服务，让搬迁群众真
正‘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兰家仙的
承诺，已化作社区“幸福网”上纵横交错的
线条。

巧织社区“幸福网”
——记昭阳区幸福馨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兰家仙

◆ 记者 魏 国 孙 炜 钟 伟 马荣旭 文/图

兰家仙和社区居民一起唱歌。

兰家仙在“幸福食堂”与老人亲切交谈。

近年来，永善县妇联系统牢固树立
“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坚持把关爱留守
困境儿童作为保障民生、促进社会稳定的
一项重要工作，聚焦留守困境儿童生活、
教育、成长等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多方联
动发力，织密留守困境儿童“防护网”，用
心用情守护“花蕾”向阳而生、健康成长，
为孩子们撑起一片爱的蓝天。

发挥“联”优势 多渠道凝聚爱心力量

“我已经 9岁了，从来没有过过生日，
县妇联的魏阿姨告诉我，‘爱心妈妈’今天
买好蛋糕就来，我兴奋得一晚上都睡不着
觉！”“我喜欢打乒乓球，希望有一副球
拍！”“我喜欢阅读，希望拥有一套课外
书。”……这些对于平常人毫不起眼的“微
心愿”，却点亮了留守困境儿童的“微幸
福”。今年初，永善县妇联组织巾帼志愿
者和“爱心妈妈”入户走访，收集留守困境
儿童的各类“微心愿”，及时整理成“心愿
清单”。“爱心妈妈”们纷纷认领，希望通过
做一些小事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来自
社会的关爱。

春节期间，永善县妇联联合永善县尚
善服务中心，组织“爱心妈妈”将精心挑选

的玩具、羽毛球拍、篮球等“微心愿”礼物
送到结对帮扶的留守困境儿童手中。她
们与孩子的家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孩子
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通过一起画画、
聊天等方式倾听孩子们的心声，鼓励他们
勇敢面对困难，长大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
人。

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一
个家庭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职责所
在、现实所需，永善县妇联系统充分发挥

“联”的作用，在关心关爱留守困境儿童上
持续发力。一方面，结合“三访四察五送”
工作，组织人员常态化开展走访摸排，摸
清全县儿童底数，了解掌握留守困境儿童
及家庭需求，动态更新关爱台账，确保“不
少一户、不漏一人”；另一方面，在全县范
围内启动“同心向党 爱暖童心”关爱留守
困境儿童结对帮扶活动，县、乡、村三级妇
联执委，机关企事业单位女干部职工、女
教师、女医生和“最美家庭”、巾帼志愿者
等群体积极响应，纷纷报名加入爱心队
伍，凝聚起强大的爱心力量。同时，采取

“一对一”“多对一”的方式，组织招募的
344名“爱心妈妈”与 736名留守困境儿童
结对，利用元旦、春节、儿童节、周末、寒暑
假等重要节点，开展学习辅导、心理关爱、

亲情陪伴、安全教育、手工制作等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关爱活动，让广大留守困
境儿童心有所依、身有所护、难有所帮，不
断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此外，永善县妇联加强与县教育体育
局、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关工委等相关部
门的沟通协作，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动员
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家庭教育专家团队
等力量，依托新华书店“爱心妈妈”驿站、
社区家长学校、“儿童之家”等平台，为留
守困境儿童提供帮扶。“长期处于困境中
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孤僻等心理问
题。社会的关爱能给予他们温暖和力量，
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培养积极心态。”永兴
街道景新社区“爱心妈妈”谭海燕说道。

截至目前，永善县“爱心妈妈”志愿服
务团队已开展结对关爱活动 300余次，走
访慰问留守困境儿童900余人次。

做足“法”文章 多元化筑牢家庭屏障

夏季来临，未成年人安全防护进入关
键期。永善县妇联以“利剑护蕾”专项行
动为依托，联合相关部门和乡镇（街道）开
展防性侵、防溺水等宣传活动，为孩子们
筑牢安全防线。

近日，永善县妇联到永善县红光九年
一贯制学校开展“少年儿童‘防性侵、防溺
水’”专题讲座。课堂中，来自上海的青年
漫画家李娟发挥专业特长，运用通俗语
言、实际案例和现场绘画的方式，为160余
名家长讲解识别儿童性侵害风险信号、增
强身体隐私保护意识等知识，引导家长做
好孩子的安全第一责任人。在防溺水宣
讲环节，她通过警示教育视频与案例图
片，直观展示溺水危害，传授“六必知”预
防方法，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每当孩子问我有关性教育的问题
时，我总是不知如何回答。这次讲座让我

深受启发，学会了如何教导孩子保护自
己。今后，我会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
履行好家长的责任，为孩子创造健康安全
的成长环境。”家长们听完讲座后感触颇
深，纷纷表示要加强与孩子的沟通，向孩
子讲解生理、自我保护等方面的知识，确
保他们身心不受非法侵害，防患于未然。

为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增强
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全社会关爱儿
童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近年来，永
善县妇联系统深入推进“八五”普法，以开
展“普法强基”巾帼行动为契机，充分利用
春节、“三八”维权宣传月、综治宣传月、

“六一”国际儿童节、禁毒宣传月、宪法宣
传周等节点，通过举办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专题讲座、业务培训，采取集中宣传、发放
资料、播放警示教育片等方式，大力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
法规，加强与监护人沟通交流，督促家长
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呵护儿童健康成
长。此外，通过广播、电视、微信、抖音等
多种渠道，推送防性侵、防溺水、反电诈、
防校园欺凌等安全知识，引导广大未成年
人增强法治观念和自我保护能力，筑牢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安全屏障。

优化“家”服务 多形式开展关爱活动

困境儿童韩成波（化名）3兄妹的父亲
因病去世，母亲随后改嫁，他们只能和患
病的奶奶相依为命，依靠低保维持生活。
由于营养不良，3 兄妹的身高明显低于同
龄人，全家人生活困难。溪洛渡街道妇联
在摸底排查中发现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
上报永善县妇联。县妇联迅速反应，针对
3 兄妹的情况进行个案登记，积极协调永
善县尚善服务中心的“爱心妈妈”进行“一
对一”结对关爱，并为3兄妹送去米、油、被

子等生活物品和帮扶金，帮助这个家庭重
拾生活的信心。

韩成波 3兄妹的事例，是永善县妇联
系统织密关爱服务“保障网”的生动实
践。近年来，永善县坚持以“家”为中心，
充分发挥基层妇联“在身边”的优势，按照

“精准匹配、就近链接”工作思路，构建
“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妇联组织
联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推动”
的工作体系，多形式开展关爱帮扶留守困
境儿童活动，推动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协
同发力的未成年人保护新格局。

此外，永善县还强化家庭建设，大力
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稳步推进“家
健康”专项行动。聘任县级家庭教育讲师
15名，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宣讲“四进”（进
学校、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活动，引导
广大家庭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
行，帮助孩子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规范
提升全县 146个村（社区）家长学校，创建
市级亲子阅读示范基地1个；组织22340余
个家庭参加“书香家庭”亲子阅读活动，共
有127个家庭分别获市、县级表彰；举办两
届全县家庭才艺大赛和“巾帼护绿·变废
为宝”亲子主题实践活动，吸引600余个家
庭参与；开展家庭先进典型培育工作，近3
年先后评选县级“最美家庭”“绿色家庭”

“清廉家庭”“健康家庭”共 469户，推荐获
评省、市级“最美家庭”15户和“绿色家庭”
14户、“清廉家庭”6户、“健康家庭”16户。

近 3年来，永善县广泛组织动员各级
妇联积极参与“5·8人道公益日”活动，筹
集儿童关爱助学资金21万余元；积极争取
三峡集团公益基金和上级妇联项目资金
60万元，帮助2名困难学生申报“武警春蕾
计划”助学金 2.5万元；争取“巾帼护苗·爱
伴成长”健康行公益项目，向全县困境家
庭中7—36个月无母乳喂养和母乳不足的
婴幼儿免费发放奶粉4280罐。

守护“花蕾”向阳生
——永善县妇联系统关爱帮扶留守困境儿童工作纪实

◆ 通讯员 黄 桦 文/图

工作人员宣讲家庭教育相关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