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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龙华新闻记
者 雷钦健 通讯员 谢茵
茵 陈子峰）近日，观湖街道

樟坑径社区组织社区达人和

书法志愿者到樟坑径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挥毫泼墨，为社

区居民书写对联、送“福”字，

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营造浓厚的亲邻社区氛围。

活动现场，书法志愿者

饱蘸浓墨、奋笔疾书，散发着

清新墨香的喜庆祝福随笔而

出，苍劲有力的对联和喜庆

吉祥的“福”字跃然纸上。前

来领取“祝福”的居民络绎不

绝，春联很快被“一抢而空”。

“手写的春联福字更有年味，

这样的祝福拿回家也更有意

义。”一位居民高兴地分享

着。

写春联、送春联活动，将

“福”送进千家万户，将“春”的

祝福送到居民心中，拉近了

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距离，提

升了社区的凝聚力，营造了

温馨的节日氛围。

“睦邻”的微阵地“安邻”的菜园子
——记福城街道“鹏城慈善地标”大水坑社区幸福农场

茜坑社区巾帼绘本讲师聚焦年味
本报讯(龙华新闻记者 黄

晓华 通讯员 韦海丽）“大家知

道十二生肖吗？为什么猫没有

成为十二生肖呢？为什么蛇没

有脚呢？”近日，福城街道茜坑社

区巾帼绘本讲师聚焦年味，开展

《十二生肖的故事》绘本阅读手

工活动，通过充满年味的绘本以

及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十

二生肖剪纸，开启温馨的亲子阅

读时光，让参与的亲子感受传统

节日的氛围。

《十二生肖的故事》改编自

民间传说十二生肖，在传统故事

的基础上融入富有现代气息的

细节，其中以“渡河比赛”为故事

主线，生动幽默地描绘选拔出十

二生肖的过程。阅读中，巾帼绘

本讲师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向孩

子们讲述绘本故事，孩子们听得

津津有味，并与绘本讲师热烈互

动。

而后，巾帼绘本讲师鼓励

孩子们以复述、表演的方式，再

现十二生肖的渡河过程，加强

孩子们对十二生肖故事的了

解。活动还设置了亲子手工制

作环节，让亲子们一起制作十

二生肖剪纸，以进一步活跃氛

围，增强小朋友们的动手能力，

巩固加深孩子们对故事的理

解。

《十二生肖的故事》绘本阅

读手工活动的开展，引导小朋友

们更深入地了解十二生肖背后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通过十二生肖剪纸，

引申到过年的传统习俗，让远离

故乡的孩子感受浓浓的年味。今

后，茜坑社区将会开展更多类似

的主题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的

文化生活。

樟坑径社区

为居民书写对联送“福”字

◀大水坑

社区志愿者在

幸福农场开展

爱心义卖。

◀幸福农场为儿童搭建自然教育

与动手实践的平台。

▲温馨的幸福农场入口。

如何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如何找回邻里间的人情味？2023年以
来，福城街道大水坑社区依托“幸福农场”基地优势，深入践行“共建共治共享”
机制，通过公益种植、爱心义卖、定格帮扶等形式，将农场打造成为“睦邻”微阵
地、“安邻”新载体，探索构建“邻里和谐，守望相助”的新型熟人社区。2023年
9月，“幸福农场”入选深圳首批“鹏城慈善地标·创益空间”。

“幸福农场”，由福城街道大

水坑社区居民议事会提出，由社

区党委牵头盘活和集中规划，得

到龙华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及街

道城管科的大力支持。建成后，

农场占地600平方米，规划睦邻

议事区、公共花圃区（自然教育

区）、公共种植区、亲邻种植区、储

水区、储物区、安心休闲区及工具

区八个区域。投入运营后，社区

秉承“党建引领，多元参与，邻里

共融，亲邻善治”的运营思路，着

力将农场打造成为党群服务功能

延伸的微阵地。

现在的亲邻种植

区作物茂盛生长，地里

挤满了新鲜翠绿的蔬

菜。回顾“幸福农场”

的从无到有，这是一段邻里齐心、

破除万难的经历。

农场的前身，是停车场旁边

的一块荒地，地势较高、远离水

源、土壤贫瘠，建设初期面临着缺

水、缺电、土壤不良、虫害、无收成

等多种问题，让这块土地运用起

来是每一块“责任田”的种植户，

他们在杂草中开辟水渠、夜里挑

灯捉虫、一起堆肥沃土……亲邻

种植户们通过相互分享耕作经

验、组建育苗智囊团、团队外出参

观学习等方式，努力提升种植技

能，在改善土壤的情况下，逐步提

高农作物的产出。

党建引领亲邻善治 走出小家服务大家

多方联动理顺机制 邻里齐心破除万难

春 风 化 雨 ，润 物 无

声。农场的邻里共建带

动了更多爱心人士直接

参与公益行动。

一次蔬菜义卖活动中，一

位爱心人士捐赠了500元到农

场账户；一位种植户的朋友给

脑瘫儿童家庭捐赠了全新的

电饭煲、炖汤锅及儿童恒温浴

桶……在农场团队内部，大水

坑社区发现和挖掘了不少“社

区达人”：瑜伽老师、志愿服务

培训讲师、水电维修师傅……

在农场，他们相识、相知、相助，

一同奔向服务社区的潮流中，

亮着自己的“萤火光”，让爱心

和善意在邻里间流动。

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共建

力量，让种植户们更乐意分享、

让社区邻里帮扶更有人情味，

邻里美食汇、乐邻生日会、睦邻

议事会、志愿者表彰会等逐一

在这里举行，成为农场探索与

邻共享的真实写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社

区负责人介绍，“幸福农场”的

种植，从起初的一个人到后来

的一家人，实现了家庭参与、邻

里互动“凝聚力量办大事”的效

果；在社区管理政策的指导下，

“幸福农场”始于公益终于公

益，实现了农场公益在社区的

微循环，是社区“共建共治”的

又一探索，吸引了社会各组织

的广泛关注，农场公益服务得

到宣传与推广，其“影响力”与

“知名度”不断扩大。

昨天是一块荒草丛生的闲

置地，今天是邻里参与、洒满种

子的希望田，明天会是硕果累

累的幸福园。社区负责人介绍

说，“新的一年，大水坑社区将

继续依托‘幸福农场’的阵地优

势，推动邻里关系从‘陌邻’到

‘友邻’再到‘亲邻’的转变，为

社区服务和治理增添活力与动

能。”

龙华新闻记者 黄晓华
通讯员 卢秋余/文 记者
陈建华/图

与邻共建与邻共享 公益服务得到宣传

“幸福农场”，不仅仅是一个

农场，而是大水坑党群服务功能

延伸的阵地，许多温暖的亲邻故

事在这里上演，许多温暖举措从

这里走出去，走进社区人的心

里。

2023 年，大水坑社区“幸福

农场”见证了很多振奋人心、温暖

人心的时刻。大水社区在这开展

了一场场党课，大水坑社区党委

书记为后备干部“充电蓄能”，提

素质、强技能，凝聚强大合力；一

批批交流团来访，哈尔滨学习团、

龙华区“定格+亲邻”跟岗学习培

训等，为“定格+亲邻”碰撞出更

多可能；一次次深化关爱“暖邻”

行动从这里走出去，社区党员先

锋服务队、种植户们在节日里为

困弱邻里送上关怀……

据介绍，为实现“聚邻、乐邻、

安邻”，农场成立了亲邻帮帮团，

致力推动“结对帮扶+困弱定

格”，联合社区先锋服务小分队定

期探访辖区独居老人、困境妇儿、

重病患者等特殊群体，通过爱心

义卖、蔬菜赠送等形式为社区的

集群善治找到更精准、更暖心的

服务“切口”。2023 年以来，“幸

福农场”开展爱心义卖16场，结

对走访困弱家庭100余户。亲邻

种植户与社区困弱群众互动，持

续传递邻里关怀，稳步推进“亲邻

互助、幸福同行”的美好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