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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您要吃韭菜，我帮您买去”
“我们这里的社工多为30岁左右，虽然年富力强，但因上有老，下有小，家庭

责任也不轻呀！”十来位社工服务社区一万多人，注定了社工们终日忙忙碌碌。

拆除一处私圈绿地，社工不知要跑上多少次。“阿姨，您种韭菜这片地社区

要重新规划。”“种草不是不在清除范围吗？你就拿韭菜当草吧！”“阿姨，可我

能区分韭菜和草呀！请您支持我的工作，社区环境会变得更美好！”

为了这片韭菜地的清除，社工跑了好几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这

位阿姨对社工说：“你这么一趟趟地跑，你妈妈知道吗？她不心疼吗？我都不忍

心了。得！这韭菜我拔了，听清楚，不是割韭菜，是拔。连根拔。”“谢谢阿姨！

您需要吃韭菜时，告诉我，我给您买去！”“你们社工太不容易了！阿姨吃韭菜可

不敢有劳你。”

景阳东街第一社区

清理出的花生小葱交给居民
景阳东街第一社区有扩阳台、私装地锁、圈绿地等违建，居委会从党员、楼门

长“开刀”——开始动员自拆。观望的群众说：“看看，跟居委会关系好的人都把

违建拆了，咱们还是拆了违建吧！免得日后和居委会打交道时尴尬。”

有的人家没时间清除自家圈的绿地，居委会联合物业代为清理，还将清理绿

地时收起的花生、毛豆、小葱整理好交给居民。绿地随拆，随撒上了快速生长的

草籽，及时补绿。居委会还挂出感谢居民支持拆违的条幅，让居民心里暖暖的。

居委会和物业配合得也很好。拆除私装地锁时双方一起行动，顺利地拆除了

所有私装的地锁。几天之后，又有人私装了地锁，立刻又被拆除。就这样地锁出现

一个，拆一个，一个星期后没有再私装地锁的了。

体育场南路

怕就怕“执着”二字
这个社区由回迁房和经济适用房组成。2012年开始入住，2014年成立居委

会，自居委会成立，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赵艳霞就在居委会工作，居民见

到她都亲切地打招呼。

几位党员发现绿地里还有破花盆、砖头，几个人一起动手，三下五除二很快

就捡了出来。看着随意堆放的十几辆破旧自行车，社工眉头一皱，想到了用绿植

来置换这些废弃的自行车。

有个租了违建房屋的人，对拆违不说支持，也不反对，门一锁出去旅游了。

这也难不住社工，她一方面联系房主，另一方面天天呼叫租房人。遇到这样执着

的人，租房人只得回应尽快回来，协商完成拆违。

■ 编辑/谢麒 ○ 美编/田瑚 ○ 校对/罗晶 ■

北青99指数 2482.03

石景山
社区

Community News

05
关注

古城南路

1976年搭的5平方米抗震棚终于拆了
“1976年的5平方米的抗震棚，居然住了3个人！”有人向居委会反映。这

次拆违必须拆除。社工找到棚子的主人。棚子主人说：“3个外地女子在北京挣

钱不容易，我那抗震棚能住人，也便宜。”社工严肃地说：“已有41年的抗震棚，

还能住人吗？安全隐患有多大您琢磨过吗？一旦出现险情，可是人命关天。”抗

震棚的主人听了，也猛然意识到为了那不多的租金，担这么大的风险真的不值，

立刻表态同意拆除。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处违建正在被铲车拆除。社工说：“这是昨天晚上沟通

好的，今天立刻就拆除。”

学设备管理的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李德斌，还有电工本，这对拆

违还真有帮助。怎样拆安全、从哪里下第一铲，他都能与施工队很好地沟通。

景阳东街第二社区

问诊“斑秃”绿地
景阳东街第二社区是商品房，居民普遍文化水平高，什么事都要讲究把道理掰

扯清楚才行。社区有十多户圈占绿地，但解决这些圈占绿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社工们仔细地研究这些圈绿地的情况，了解到，这些圈起来的绿地多是绿化出

了问题，有的是原来的绿地出现“斑秃”，居民就自己圈地绿化。一户居民因20多

层的雨水管冲下来的雨水将他家的窗前冲成了坑，积水后滋生了蚊虫，才自己填

坑，圈绿地。

居委会与居民友好沟通后，决定对社区内存在“斑秃”的地面统一补绿，规划升

级，让社区更规范，提高居民的幸福感。解决了居民的问题，居民就同意拆除圈占

的绿地。为凝聚人心，居委会还准备请农科院普及绿化建设，准备举办花卉展。

风里雨里烈日里 我们都在岗 百日会战
拆违进行时社工篇

面对社区里五花八门的违建和居

民五花八门的理由，冲在拆违第一线的

社工们怎么办，只有在“情”上下功夫。

社工们用热情、真情换来了老街坊们的

理解和支持，得到了领导们的信任和肯

定。居民们说：“社工为了社区这个大

家庭付出的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但

是面对自己的“小家”时，有时他们又看

似“无情”——

有着1200多户的公园北社区有60

处违建。社工仅有七人。一位社工四

岁多的孩子患心肌炎。孩子特别希望

妈妈能多陪陪自己。社工含着眼泪

说：“等忙完这阵儿，妈妈好好陪你。”

她心里明白，这是一个善良的谎言，选

择了社工，就要承担起终日忙忙碌碌

的工作，就要接受 5+2，白+黑的工作

时间。

八角中里社工靳楠的妻子怀孕 8

个月了，因为给居民协调停车管理服务

的事情，靳楠自端午节到现在没休息

过，七月最热的时候妻子坐在车里等他

下班，等着等着就委屈地哭了起来。靳

楠回到家做妻子的心理工作：“做了社

工这一行，就是奉献多于得到，一切以

居民利益为大。”看着丈夫白天忙着社

区里的事，晚上回家对自己无微不至的

照顾，妻子理解了丈夫的辛苦，再次流

下了眼泪。

八角路社区社工夏妍是家里的独

生女，母亲患有尿毒症，近日又因腰椎间

盘突出住进了医院。夏妍何尝不想尽女

儿的孝心，可实在是工作脱不开身，只能

由父亲辛苦地照顾妈妈了。为了更好地

工作，夏妍做了一个痛苦抉择——把两

岁多的儿子送到河南奶奶家。两岁多正

是孩子学说话的时候，夏妍很担心孩子

学不好普通话，每天和儿子视频聊天。

夏妍的妈妈出院了，在36℃高温的天气

里，开着车给居委会送来西瓜，她把母爱

给了这里的11位社工。

社工们的付出换来了小区环境的

改善，居民和谐安乐的生活。“有情总被

无情扰”，这样一群最有人情味的社工

面对家人的需求时又那么无情，无论在

自己的小家里是母亲、丈夫、女儿，走进

社区，他们就只有一个名字社工——所

有小区居民的亲人。“道是无情却有

情”，正是在社工群体映射出的大尊大

爱面前，他们面对家人的愧疚和歉意，

让“妈妈”“丈夫”“女儿”这样的身份也

更加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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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既“无情”又“有情”的社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