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2023年8月10日  本版编辑／杨柳   美编／欧阳子益
E－mail：yangliu@fengone.com女界·深度

517 人队伍中 80% 以上是女性

望城一社区“红色管家”上岗，
垃圾分拣员“下岗”
今日女报 / 凤网实习生 王书含 记者 杨柳 

炎炎夏日，迎接晨光，走进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湘陵社区，宽阔平坦的林荫大道干
净整洁，休闲广场、小桥流水扮靓小区，公共休闲设施完善，居民成群结对，或健身或闲聊，
好不惬意。

难以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个老破旧的小区，如今，这里的垃圾分拣员都“失业”了。“社
区的湿垃圾从原先一天 8 桶减少到了 2 桶，不用依靠分拣员，在居民手上就完成了精准分类。”
湘陵社区党总支书记杨丹笑着说，这是望城区首个实现垃圾分类一次到位的社区。这背后有一
支 517 人的“红色管家”督导员志愿服务队伍在默默付出，其中 80% 以上都是女性。这支队
伍到底做了些什么？垃圾分拣员为何会“失业”？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近湘陵社区一
探究竟。

女大学生走进红军街，
以簸箕画为媒赓续红色血脉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吴宛阳 杨家
璐 ）为助力怀化市通道县竹坪村的“重走红

军路 追寻红色记忆”系列活动，近日，来自

衡阳师范学院、广西外国语学院、怀化学院

等校的美术专业女生志愿者为该村红军老街

红色文化墙、红色微景观进行绘画装饰并布

展。

 通过聆听“竹坪阻击战”与“一双铜筷”

的红色故事及了解村民们积极奋进的乡村故

事，学生们创作出了 20 多幅以竹坪阻击战、

侗乡儿女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系列簸箕画，

将红色文化与民俗文化相融合，不仅赓续了

红色基因，也传承了民俗文化，体现了中国

文化之美。

 一位观看红军老街布展的村民竖起大拇

指夸赞，簸箕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活动结束后，参与学生杨茹婷感慨：“通

过这次的活动体验，我感受到了竹坪村的民

风淳朴，也从这次活动中获得了宝贵的社会

经验，受益匪浅。今后我将更加努力学习，

服务家乡。”

建立“红色管家”志愿服务队伍，攻克“两老”难题
湘陵社区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型

社区，2017 年 12 月移交至长沙市

望城区。其特点主要有两“老”：

一是人老，二是房老。60 岁以上老

年人占小区常住人口的 29%，党员

平均年龄 71 岁。

 “发挥党员作用，成立‘红色

管家’团队！”杨丹花了两个月时

间走访，挨家挨户谈心，跑遍了所

有居民家里。诚意的拜访找出了社

区所有的党员户并成立了 8 个党小

组，发展了 18 户党员中心户，他

们成为帮助杨丹治理小区的左膀右

臂，也是红色管家的第一批成员。

 “环境改造好了，我们更要维

护好！”72 岁的胡文静是“红色管

家”的骨干力量。2019 年，湘陵社

区启动建设垃圾分类示范点，建立

“红色管家”志愿服务队伍，发挥

党建引领五社联动聚合力作用，展

开网格化管理，助力攻克“人老、

房老”难题。

 “社区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作

为妇联执委，要积极为妇女群众解

决困难，创造好的生活环境就是重

要一环。”胡文静从某航空公司技

术部退休后，就一直住在湘陵社区，

积极投身社区建设。

 没有板凳、没有风扇、没有垃

圾站点……胡文静顶着酷暑，参加

了两天的垃圾分类培训后开始上岗

工作。于是，每天从早上 7 点半开始，

胡文静花 4 小时定时定点桶边上岗，

3 小时社区巡查，还要不定时在手

机 APP“互联网 + 垃圾分类”上巡查，

“我一个人负责一栋楼，打电话发

信息贴纸条，深夜清晨蹲守居民做

垃圾分类，都是

家常便饭”。

  “要么不做，

要 做 就 要 做 好，

不愿意分类、分

类不准确我们就

上门去劝、去教。”

在上门宣传相关

知识时，即便遇

到 曾 经 的 同 事，

还是有人会不配

合工作，“有的人

表面配合，但你

一走，他原来怎

么做还是继续怎

么做，也有碰到一些人，直接闭门

不见”。一次次受挫，但胡文静依

旧没有放弃。

 通过像胡文静一样一大批认真

负责的“红色管家”志愿者的不懈

努力，一个月内，社区居民对垃圾

分类工作知晓率达 100%，湘陵社

区成为望城区首个垃圾分类一次到

位的社区。杨丹笑道：“居民现在

都能自己完成垃圾分类，分拣员都

‘失业’了！”

耐心温暖居民心，“绿色银行”蓄能长效机制
“要改变居民乱扔乱丢的习惯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苦口婆心

上门宣讲，还要身体力行坚守在垃

圾桶旁时刻提醒居民。”同样是督

导员的杨镜萍，如果遇到谁分拣得

不对，就会当场纠正。有一次，一

个年轻的社区居民骑着摩托车，随

手把垃圾丢在垃圾桶后就打算离

开，杨镜萍见状立马拦下，要求

他必须对垃圾进行分类，“教了一

次后，他还是不会，于是我就把火

钳递给他，现场教学”。经过几番

现场实操，杨镜萍笑着说：“如今，

这位年轻人不仅自己能自觉分类垃

圾，还主动教其他邻居。”

  点点滴滴的变化温暖了社区居

民的心，一些老太太看“红色管家”

们工作辛苦，主动给他们搬来了小

板凳。 

“志愿者们做垃圾分类工作，一

开始没有任何经济补贴，但大家都

干得很开心。”望城区妇联党组书

记、主席何莉表示，“红色管家”

督导员志愿服务队伍从起初的 19

人目前发展到 517 人，“其中的女

性成员是望城女性发挥‘半边天’

作用，传承和践行新时代雷锋精神

的生动示范，也是望城区各级妇联

组织带领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的缩影之一”。

如今，为了更好地引导辖区居

民践行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湘陵社

区设立了“绿色银行”，居民王阿

姨笑眯眯地表示，自己通过绿色银

行积分兑换了不少日常生活用品，

今后还要继续坚持垃圾分类，争取

为家中孩子兑换到假期培训课程。

“希望望城姐妹为建设产强、城

美、民富、人和的现代化新望城

贡献更大的巾帼力量。”下一阶段，

望城区妇联将结合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建设，继续围绕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美丽庭院（楼栋）建设等内容，

促进各级妇联组织与基层治理体系

有效融合，全面推进望城妇女儿童

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国妇联等五部门制定行动计划

据中国妇女报消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加强青少

年教育引导，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印

发《用好红色资源 培育时代新人 红色旅游助

推铸魂育人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以

下简称《行动计划》），将力争利用三年时间，

针对青少年打造百堂红色研学精品课程，推

出千条红色旅游研学线路，开展万场红色旅

游宣讲活动，覆盖全国上亿大中小学师生。

《行动计划》明确，到 2025 年红色旅游助

推铸魂育人工作机制更加完善，红色旅游的

教育功能更加凸显，红色文化有效融入青少

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青少年思想政治素养

和全面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行动计划》以“用好红色资源 培育时代

新人”为主题，提出 4 方面共 10 项主要任务。

在“提升红色教育服务水平”方面，要完善

红色研学实践教学机制。鼓励各地教育部门、

共青团、妇联和关工委组织开展面向青少年

的特色教育实践活动和红色主题研学实践，

并纳入社会实践大课堂教学计划。

《行动计划》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

要会同教育部门、共青团、妇联和关工委等

制定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对红色讲解员开展

培训并指导规范讲解服务。妇联负责组织开

展针对妇女儿童和家庭的红色教育相关活动。

《行动计划》要求，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对

相关典型经验和先进做法进行宣传报道，并

遴选一批全国红色旅游助推铸魂育人优秀示

范案例、典型示范课程和突出贡献单位。在

本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红色旅游讲解员，全

国妇联将优先纳入“全国妇联巾帼宣讲团”

培养项目。

杨镜萍教居民垃圾分类。

力争 3年推出
千条红色旅游研学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