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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松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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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布挎包、零钱包、手机袋、钥

匙环挂件、杯垫、摆件……方松街道

江虹花园小区的爱心“衣救”站内陈

列着一件件精美的布艺作品，它们

均由志愿者巧手制作。这样的爱心

“衣救”站，全区共有5处，既为志愿

者们提供了布艺创作的场所，也为

他们提供了交流平台。

“你看，这是一头牛，快到牛年

了嘛，因为之前没做过类似的样

式，所以我还要摸索。”朱锦凤说。

她是江虹花园小区居民，经常参加

居委会举办的各类志愿者活动，由

于爱心“衣救”站就设在家门口，出

于对手工制作的兴趣，站点成立之

初，她就加入了进来。

朱锦凤告诉记者，她的母亲曾

是一名缝纫师傅，由于自己从小就

对一些缝纫技巧耳濡目染，所以对

布艺制作的一些基本技法了然于

心。她说：“这个活儿没有什么门

槛，只要你肯学、肯做、有心，多试

几次就能掌握要领，之后就是要有

耐心，要琢磨每样东西。”

在爱心“衣救”站里，志愿者们

常常交流不同的制作方法。朱锦

凤擅长缝纫，最近她做了一个八爪

鱼的挂件，颇受小朋友们喜爱；俞

火珍擅长编织，她制作的毛线拖

鞋、围巾深受老年人的青睐；雷爱

珍擅长钩针，在她的巧手下，手套、

杯垫上“开”出了朵朵花儿，好看极

了。据不完全统计，项目组自2012
年成立至今，已为社会发放二手衣

物 10 万余件，制作手工艺品 21 万

余件，志愿者们平均每年要制作 3
万余件手工艺品。

看着自己的作品，志愿者们表

示非常有成就感。“退休后，大家都

闲了下来，却还是想发挥余热，做

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朱锦凤说，志

愿者们都很喜欢爱心“衣救”项目，

因为可以一边提升手工技艺，一边

做公益，非常有意义，“虽然我们都

不是专业出身，很多时候为了想样

子、画图纸费尽了心思，但每当我

们完成一件作品时就很有成就感，

特别开心”。

不养鸡鸭，村民们除了打理自留地里的

蔬菜，能干的事情少了许多，如何打发闲暇时

间成了他们的新烦恼。好在睦邻点和老年活

动室相继建起，而且就设在家门口。薛永义

家的隔壁就是一处睦邻点，闲置的农房修葺

一新后，既为网格长办公提供了场所，也为村

民们提供了休闲空间。茶余饭后，村民们常

在睦邻点看书、下棋、聊天。据悉，金胜村共

设有两处睦邻点、三个老年活动室。

在其中一处睦邻点，记者看到，桌上摞着

《饮食滋味》《长安十二时辰》《中国年度作品短

篇小说》等书籍，每本书都有翻阅过的痕迹，报

架上挂着《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这些书

报由镇里不定期配送至村委会，再下发到每个

点位，这样一来，大家不用到村委会来，在家门

口就能看书读报，特别方便。”徐纪兴介绍。此

外，金胜村的村民还自发组建了荷花沪剧演出

队、广场舞队，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送到田间

地头。村委会常常在老年活动室里放映数字电

影、开展养生讲座等，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去年 12月，村里请来石湖荡镇成人学校

的老师教村民跳广场舞。“大家可喜欢了！阿

姨们每次都不会缺席。”村民沈浩英是活动的

组织者，她说：“村里毕竟老人比较多，平时娱

乐活动较少，所以刚开始报名的时候，阿姨们

就非常踊跃。”村里的广场舞队伍目前已拥有

20名成员。

初次见到钱荣社的时候，她身着蓝色的

保洁员制服，帽檐下是干练清爽的短发，虽

然戴着口罩，却能从她飞扬的眼神中感受到

她的笑容。对如厕人笑脸相迎，一刻不停地

打扫公厕……钱荣社说，她早已把公厕当作

了自己的家，把如厕人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因此她要把活干好，把家照顾好。负责公厕

保洁的十年间，她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从道路到公厕 勤勤恳恳不变
在做保洁员之前，钱荣社是洞泾镇一家毛

纺织厂手工流水线上的一名操作工。那条流水

线关闭后，她也随之失去了工作。当别人问她

是否愿意做保洁员时，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起初，钱荣社负责的是道路清扫。她说：

“在路边扫地的时候，总会碰到一些熟人，他

们看见我在扫地，总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觉

得我年纪轻轻就去扫地很不值得。于是，我

一边宽慰自己一边告诉他们，我不识字，有个

稳定的工作就挺好的。”

风里来雨里去，是保洁员给人留下的印

象，比起白领，这工作看上去并不体面。然

而，在钱荣社看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收获踏

实和充实，这种感觉挺好。她以自己的工作

为荣，很多次，钱荣社甚至直接穿着保洁员的

衣服就去参加婚宴。

2010 年初，道路保洁员每月拿的是当年

的上海市最低工资，缴纳完各类社保后，剩下

的并不多。然而，钱荣社却万分感恩，觉得公

司的工作氛围很好，领导关心、同事友善，因

此她总是将自己负责的区域打扫得干干净

净。正因为有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8
个月后她的岗位“升级”了，公司将她调至洞

泾镇长兴路公厕的保洁岗位。

长兴路地处洞泾镇中心，是镇内人流量

最大的一条道路，周边聚集了镇政府、学校、

商铺、银行和居民区。日均2000多人次使用，

24小时包干负责，让长兴路公厕成为镇内 12
座公厕中保洁压力最大的。可钱荣社没有半

句怨言，反而做得更勤快了。她对公厕实行

“跟踪式”保洁，只要如厕人一离开，就立即进

入厕位打扫，保证后一名如厕人进去的时候，

环境干净整洁。

在钱荣社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下，长兴路

公厕内几乎闻不到一丝异味，角角落落都非

常干净，受到了市民的频频称赞。她说：“这

里就像是我的另一个家，自己家里当然要收

拾干净。”令钱荣社颇为自豪的是，虽然长兴

路上的店家都有自己的厕所，但很多店员总

是来公厕方便。“他们会跟我说，这里的厕所

比店里的干净，所以喜欢到这里来。有些都

是老面孔了，他们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大

家就跟朋友一样，走进走出还打招呼呢！”她
说道。

公厕小琐事多 能帮的尽量帮
春去秋来，钱荣社在长兴路公厕已“驻

扎”十年。在她尽心尽责的维护下，公厕除了

环境干净整洁，还相当有爱。“来这里如厕的

市民中，有一些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

我就帮他们脱裤子，等他们方便完了，再扶他

们起身，帮他们穿裤子。”钱荣社说，“还有一

些妈妈带着孩子来上厕所，由于当时还没有

第三卫生间，所以我就帮她们照顾孩子；有一

些带狗来的，我就帮他们在外面牵狗……能

做到的尽量去做。”

在钱荣社看来，公厕就如同一个小社会，

会遇到很多事情，也需要保洁员及时应对处

理。每天 8时左右是长兴路公厕的使用高峰

期，特别是男厕所，很多市民在一旁绿地锻炼

完就会来公厕方便，偶尔男厕所里还会排起较

长的队伍。遇到这种情况，钱荣社就会去女厕

所巡视一番，在确定没有如厕人的情况下，引

导男士们进入厕位使用。她这样解释道：“能

安排的尽量安排一下，等久了市民会不耐烦，

容易引发矛盾。要让市民感到来这里如厕心

情舒畅，为了上厕所弄得不开心不值得。”

十年间，钱荣社收到的表扬信不计其

数。“钱阿姨把这里打扫得太干净了！”“真心

感谢钱阿姨帮我妈妈如厕。”“谢谢钱阿姨帮

我找回了钱包。”……对于这些，她总是淡淡

一笑，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有一

次，一名市民把眼镜落在公厕里却浑然不知，

钱荣社发现后把眼镜一直收着，她坚信，失主

会再次光临。果不其然，一周后，当失主再次

来此如厕时，钱荣社一下子就把他认了出来，

并且物归原主。

作为五星级公厕，长兴路公厕设置了一

间管理室，可供保洁员休息。但钱荣社只有

在饭点和夜间人流较少的情况下才会稍作休

息，大多数时候都在忙碌，手里不是拽着抹布

就是拿着拖把，一刻不停。

文明新风扑面来 和谐乡村美如画
——石湖荡镇金胜村获评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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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旧衣物制作的布艺品呆萌可爱。

旧衣获“新生”
巧手制“温暖”
——记社会治理创新实践
提名案例爱心“衣救”项目

把公厕收拾出“家”的感觉
——记洞泾镇长兴路公厕保洁员钱荣社

钱荣社在打扫公厕。

违建拆除、养殖点清退、污水纳管、道路

升级、自留地集中规划……金胜村的环境面

貌有了极大的改善。

薛永义是金胜村吴桥队村民，这几年目

睹了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2014 年，村里开

始实施人居环境整治，他的鸡鸭棚被劝拆。

“谁家不养些鸡鸭，倒不是为了卖钱，主要是

给自己和子女吃，不让养，那就不养了呗！”回

忆当初，他坦言曾和村党总支书记徐纪兴争

论过。如今，看到自家屋前的场地干净了许

多，薛永义感到很舒心。

同年，金胜村全面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改

造，为1180户村民完成污水纳管，“治好”了因

年久失修、设施老化而导致的污水淤堵外溢

的“顽疾”。薛永义也是受益者之一。

翌年，薛永义翻新了自家的农民房，内屋

刷上了新涂料。他家位于村东第一幢，挨着吴

桥路，村里就安排人员把他家的外墙也装点了

一番：画上广袤的农田和农民耕作的身影，俨

然一副幸福新农村的样貌。

薛永义家不远处的邱家公路附近，有一个

小公园，里头有小池塘、水车、木栈道、文化小

品等。徐纪兴介绍，这既是家风驿站，也是田

间驿站，北面就是农田。农闲时分，村委会常

常邀请农场主们来公园探讨农事，为他们提供

了一个互相学习取经的平台。村民们也常常

在这里聊家事、国事、天下事，十分惬意。

用村民们的话说，“公园在农村是个‘稀

罕货’”。可现在，除了这个小公园外，另外

五个口袋公园也来到了村民们的身边。金

胜村 136号东面的口袋公园内铺设了一圈鹅

卵石，成了村民们的健身步道。“村里老年人

多，下午 4时他们就吃完晚饭，5时不到，就有

很多老人来这里散步，天气好的时候，还光

着脚走在鹅卵石步道上按摩脚底。”村里的

租户李晓华说。

◆◆◆◆◆◆◆◆◆ 宅前屋后变干净 口袋公园建起来 ◆◆◆◆◆◆◆◆◆

◆◆◆◆◆◆◆◆◆ 家门口有睦邻点 村民生活更丰富 ◆◆◆◆◆◆◆◆◆

志愿之城

第三届中国（上海）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案例征集活动研讨会日前在上

海市委党校举行，50件代表上海社会治理创新最新成果的案例向社会公

布。其中，我区的爱心“衣救”项目获评提名案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衣物的“寿命”越来越短，逐渐进入了消耗品

的行列。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二手衣物的用途？出于这样的思考，2012年

12月26日，区爱心助困志愿者协会发起了爱心“衣救”公益项目，开启了二手

衣物的改变之旅。“拯救”二手闲置衣物，让其焕发新的光彩，给需要的人带去

温暖和关怀，是爱心“衣救”项目的创立初心和运营理念。

“二手衣物大多来自个人捐

赠，即便捐赠人已决定放弃衣物，

但还是表现出些许不舍。”项目

负责人方林芳回忆道，“很多捐

赠人都会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

好好处理这些衣物，不要浪费，

真到跟衣物分别的那一刻，还会

跟我们讲起那件衣物的故事。”这

些叮嘱让方林芳觉得爱心“衣救”

项目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当二手衣物收集到一定的数量

后，项目组会将这些衣物送往松江

卫生系统洗涤中心进行清洗和消

毒。原本，按照对外收费标准，处理

每一件衣物都需要支付一定的费

用，区爱心助困志愿者协会是一个

社会组织，显然无力承担这笔费

用。洗涤中心在了解项目的公益性

后，决定提供免费服务。

待衣物清洗消毒完毕，项目组

就将它们赠与各街镇福利院、阳光

之家、建筑工地等。对于一些已不

具备穿着价值的衣物，项目组会将

它们改造成布艺作品，再通过公益

跳蚤会、便民服务活动进行爱心义

卖。义卖所得用于循环开展志愿

活动和关爱行动。

该项目还与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

的志愿者部建立了合作关系，旨在

让更多人加入志愿者行列，赋予二

手衣物第二次生命。

赋予二手衣物“二次生命”

志愿者发挥余热投身公益

志愿者在制作手工艺品。

这几天，石湖荡镇金胜村里一派喜气洋

洋。近日，金胜村获评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

村。荣誉的获得，与村里的每个人都息息相

关，大家都为金胜村的建设出了力、使了

劲。如今，粉墙黛瓦的房屋与阡陌农田相映

成趣，走在宽敞平坦的水泥路上，村民们感

受着文明之风绘就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