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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共享厨房”、自制求职二维码、定期关爱残疾儿童……

郴州“一格一姐”一点一滴护航社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唐青

1 月 12 日，是失独母亲李小小（化名）的生日，她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郴州市苏仙区飞虹路社区第二网格的网格员、
社区妇联副主席吴美杏一行，带着生日蛋糕、牛奶、水果等礼物上门，为她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李小小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这正是郴州市妇联深入推进妇联改革破难行动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妇联改革进行到底”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妇联和湖南省妇联关于深化妇联

组织建设改革实施“破难行动”的总体部署，郴州市妇联以扩大组织覆盖、延伸工作触角为重点，进一步夯实基层妇联组织根基，
释放妇女工作的活力，尤其是依托党建带妇建，在基层网格化管理中，探索“一格一姐”网格工作模式——在每一个网格至少
安排一名妇联执委，以充分发挥妇联执委作用。

1 月 18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郴州市，看苏仙区妇联的执委们化身“格子姐姐”的巾帼风采。

“这些点心，好不好看？”

“好看！”

“想不想吃？”

“想吃！”

“想吃什么颜色的？紫色的还是黄色的？”

“黄色的！”

这是郴州市爱

莲湖社区第六网格

的 社 区妇 联 执 委

刘蓉和店内小朋友

的对话。摆在几个

孩子面前的各种点

心，都是孩子们的

妈妈在刘蓉的指导

下做的。

1 月 19 日， 刘

蓉说起自己店内的

人来人往，颇为自

豪。

几年前，刘蓉

在 郴 州市爱 莲 湖

社 区 的 欢 乐海岸

商业街开了家特百

惠家居用品店，主卖厨房用品。与一般的厨具店不同的是，刘

蓉还教如何做菜。

“我可以教大家做各种点心、烤鸡、炒菜，而且提供各种

厨具。”刘蓉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比如做蛋糕，客人只

要带些鸡蛋和面粉等食材，用我们的打蛋器和锅，15 分钟就

可以做出来。”

记者发现，刘蓉 80 平方米的店子装修成了一个大厨房的

样子，“只要客人提前打电话来说要做菜，我就可以为他们做

好准备。对不会做菜的，我们可以教他们做；对会做菜的，

我们就提供场地和厨具，也可以帮忙采购”。

让刘蓉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有一名高三学生的母亲来店

里做点心，“这个班的家长很齐心，每天晚上有人轮流做菜或

点心，等孩子们下晚自习后送给他们吃”。

社区居民李林（化名）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之前

从来不下厨，但有了孩子后，看到别人在网上晒为孩子做的

不同早餐，就也想为孩子做。“自己平时要上班，也没有找到

合适的人教，偶然认识了刘蓉后，就开始学了。”李林的孩子

爱吃沙琪玛，她如今在刘蓉的店里花上一个小时，就可以自己

做出来带回家。

每次听到孩子说“我妈妈会做”那句话时，李林觉得很

值得。在她看来，“自己学会了做孩子喜欢吃的菜和点心后，

不仅能让孩子吃得更安全，而且亲子关系也变得更好了，孩

子更听妈妈的话了”。

而更让刘蓉没想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把这里当

成了社交场所。“她们在这里做点心、做菜，互相交流、认识，

从而成为好朋友。”刘蓉回忆，有一天，有两位妈妈在这里做

菜后，一交流，竟然是同一小区的邻居，她们很快加了微信，

还约着一起带孩子去游玩。

“她这里，真的很受社区居民的喜爱。人多的时候店内都

是满的，有 20 多个人挤在一起做菜。”苏仙区妇联副主席谭

天安说。

在郴州市苏仙区飞虹路社区，有一群特

殊的人聚集在针织厂小区和电杆厂小区，惹

人关注。

原来，飞虹路社区有一所残疾人康复学

校——郴州市朝阳培智学校，200 多名学生

分别来自湖北、浙江，湖南永州、衡阳，以

及郴州本地。

“这些人家境都不好，好多人只能住月

租 300 元以下的房子。”飞虹路社区书记、

总网格长许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因

为针织厂小区和电杆厂小区都是老旧小区，

所以租金便宜，他们便聚居在那里。

“学雷锋日、六一儿童节、端午节、中

秋节等节假日，我们都会组织一些爱心活动

来关爱他们。”许竹告诉记者，她曾经是飞

虹路社区妇联主席，从 2015 年起每年都会

与朝阳培智学校对接开展关爱活动，“联系

爱心企业捐赠学习用品，以及牛奶、零食等，

联系相关单位给予残疾儿童走访慰问金，我

们社区也会赠送一些米、油等生活物资”。

 “我当时跟网格内的商家聊起这些情况

后，粥王店等商家也给残疾儿童捐赠粮油。”

飞虹路社区第二网格网格员、妇联副主席吴

美杏告诉记者。

而除了关爱残疾儿童，许竹和吴美杏

等还组建了小小志愿者队伍，为失独老人

过生日、开展垃圾分类公益行动。许竹介绍：

“给失独老人过生日，是我们社区的固定帮

扶项目。他们住院时，我们也会带上慰问

品去探望。”

“得空的时候，我还会去小区走访，向

社区居民宣传失业补贴、养老保险、医疗报

销等政策。”吴美杏告诉记者，“我们宣传过

后，大家去办事时，就会先来社区问我们，

了解具体流程。这样，他们去相关部门办事

时，就不用走冤枉路了。”

她们定期关爱残疾儿童

“当时，要求大家填写《社区疫情防控通行证》，

凭证出入，登记一个人的情况要花费 2 分钟，我们当

时就在想，有没有办法更方便。”1 月 19 日，苏仙区

南塔街道妇联主席蔡文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她在扎上街社区第

二网格驻点。因为当地人员流动大，纸质通行证影响

了防控工作。

“纸质通行证每次都要填写姓名、电话、住址等各

种信息，而且多方接触易传染、易损坏、易丢失。另外，

单凭一张通行证也不知道来人此前去过什么地方。” 

蔡文芳回忆，她当时和一起驻点的社区干部向街道驻

点领导、扎上街社区的驻点单位区政法委负责人反映

了这个情况。

没多久，通过与中国移动公司合作，在扎上街社

区推出了“移动办公云”的电子通行证制度。大家通

过手机扫码填写个人信息，后台审核通过后，就可以

实行手机扫码识别通行，“他们一扫码，我们驻点关卡

的人立马就可以在网络端看到，再把他们当时测的体

温填上就可以了。” 蔡文芳说，“我们关卡值守人员不

再与来人直接接触，而且每个人的通过时间从两分钟

缩短到了 15 秒钟。”这不仅便于数据信息收集，减少

了社区干部的工作量，也便于出入登记管理及对信息

的管理防控。

受此启发，在复工复产提上日程后，为了使社区

居民找工作更方便，蔡文芳利用“问卷星”APP 专门

设计“南塔街道求职意向征求表”二维码，居民足不

出户，就可以发布求职需求。“他们只要一扫二维码，

填写个人求职信息、工作岗位、薪资要求等，我们就

可以收到信息，帮忙对接招聘企业。同时，街道设立

互联网 + 平台线上招聘点，让有求职意愿的居民足不

出户就能参加面试，大大缩减了求职成本与招聘时

间。” 蔡文芳回忆，当时介绍了 80 多个人成功找到工

作岗位。

而在郴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蔡文芳

所在的南塔街道又开发了“南塔便民码”。“大家有任

何问题，只要扫一扫，就可以反馈。我们在后台接到

问题后，就可以立马帮忙解决。”蔡文芳说。

2020 年 11 月，郴州荣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荣誉称号。

她为待业居民自制求职二维码她打造社区居民“共享厨房”

社区居民通
过求职二维
码达成初步
意向后，在
街道参加招
聘单位线上
面试。

飞虹路社区组织志愿者和残疾儿童一起过儿童节。

社区居民来学做沙琪玛，刘蓉（左）和
她一起切片准备油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