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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为丰富
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提升他们的生
活技能，8月 2日下午，香洲区狮山街
道红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邀请15
组亲子家庭，开展“美好‘食’光，幸福
加‘焙’”青少年暑期烘焙技能教习活
动，共同制作蛋黄酥。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提前准备好
的面团、馅料等材料逐一分发给亲子
们，并结合演示步骤详细讲解蛋黄酥的
做法。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专注学
习每一个步骤。看着眼前常见的材料，
最后“变”成一个个金灿灿的蛋黄酥，他

们不禁啧啧称奇，跃跃欲试。
进入动手环节，亲子们根据各自的

喜好，搭配组合蛋黄酥馅料，分工合作
DIY蛋黄酥。擀油皮、裹馅料、刷蛋液、
撒芝麻、入烤箱……大家有条不紊地进
行制作。30 分钟的烘烤时间转瞬即
逝，最终成品在大家的期待中出炉，大
家纷纷品尝亲自制作的美味可口的蛋
黄酥。

在等待蛋黄酥烘烤时，社区工作
人员还积极开展了法治教育、消防安
全、禁毒、垃圾分类、反诈骗、征兵、防
溺水等宣传工作。

据了解，7月以来，红旗社区已开
展“美好‘食’光，幸福加‘焙’”青少年
暑期烘焙技能教习系列活动3场，后续
还将举办3场。

美好“食”光 幸福加“焙”
狮山街道红旗社区开展青少年暑期烘焙教习活动

狮山街道红旗社区开展青少年暑期烘焙技能教习活动现场。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8 月
4日，记者从城管部门获悉，为助力

“百千万工程”，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有效落实，提升居民的垃圾分类参
与度、认同度、知晓度，让“绿色、低
碳、环保”的理念更深入人心，使居
民与商户更直观地感受到资源回
收的价值，提升居民参与积极性，
使垃圾分类从“有没有”到“好不

好”转型，近日，前山街道将逸仙社
区定为垃圾分类提质增效转型先行
示范点。

据了解，前山街道逸仙社区居
住人口约1.5万人，辖区内拥有24个
小区，其中包括海宏祥苑、友联大
厦、祥峰苑、联艺新居等多个老旧小
区，环境卫生治理难度大。2023年
起，在前山街道指导下，逸仙社区率
先开展门前三包工作，协调垃圾清
运公司入驻社区，推进垃圾清运公
司的统一管理，让社区环境卫生有
了巨大的进步。为进一步夯实此前
的工作成效，进一步将逸仙社区打

造成为前山垃圾分类提质转型的先
行社区，让垃圾分类的成果惠及更
广泛的居民群众，前山街道特将该
社区列入本次垃圾分类提质转型示
范点。

在试点工作中，前山街道将通
过引入智能化管理系统、建立长效
监督机制、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等措
施，探索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社区
治理等工作的深度融合机制，努力
实现垃圾分类工作的提质增效。另
外，将通过组织社区居民组成志愿
督导组，对垃圾分类工作开展驻点
或巡点监督，并成立联合检查组，对

各类主体厨余垃圾分出率、垃圾投
放设施养护、市容保洁和门前三包
等相关工作落实开展联合检查，推
进垃圾分类落实到位。

前山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垃
圾分类不仅是城市管理的需要，更
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建设美好家
园的重要举措。街道将以该示范点
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垃圾分类的
新模式、新方法，努力打造垃圾分类
的“前山样板”。街道也将以该示范
点为新的起点，继续发扬敢为人先、
勇于探索的精神，不断推动垃圾分
类工作向纵深发展。

让垃圾分类成果惠及居民群众
前山街道逸仙社区被列为垃圾分类提质转型示范点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近日，
香洲区梅华街道翠前社区党委开展

“聚企联心，益企行动”社企联动走访
活动，整合、撬动更多社会爱心资源，
携手为社区特殊群体提供暖心帮扶与
关爱支持服务。

走访过程中，社工以登门拜访的
方式走进企业、商家，详细介绍、阐述
了社区“公益联盟”的理念与意义，并
与多家企业商家代表进行深入交
流。当听闻社区特殊群体存在多元
化的帮扶需求时，企业商家代表纷纷
表示愿意加入社区“公益联盟”，充分
利用企业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为

特殊群体免费提供义诊、居家康复、
生活物资捐赠等帮扶性支持服务，以
实际行动让特殊群体感受到社会各
界的温暖关爱。

据悉，本次走访活动是翠前社区在
去年开展“聚百家爱·解百姓难”民生服
务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公益联
盟”服务的又一举措，旨在进一步增强
社区互助、帮扶关爱力量，有效促进社
区与辖区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持续动
员更多爱心企业、商家加入“公益联
盟”，为社区特殊群体提供暖心、贴心的
支持服务，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社区生活
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社企联动暖心帮扶特殊群体
梅华街道翠前社区“公益联盟”再启航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又是
一年七夕节，良辰美景乞巧时。为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
家庭美德，8月 2日下午，香洲区吉
大街道吉莲社区，开展“温情话七
夕 传承好家风”——“我们的节
日·精神的家园”七夕节主题活动，
吸引30多名亲子家庭成员参加。

活动中，首先由社区公益律师
刘阳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
育促进法》宣讲，他结合身边事例，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家庭教育
的概念、意义和方式方法等内容，突
出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及家长的
法律责任，引导各位家长树立正确
的家庭教育观念、依法履行家庭教
育职责，真正承担起家长的主体责
任，更好地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随后，工作人员向大家介绍了七
夕起源、民间传说以及节日习俗等知
识，并带领大家一起制作月球灯。在
家长的协助下，孩子们欢欣雀跃地拿
起画笔，开始在月球灯上尽情挥洒创
意，畅想自己心中月球的模样。

“看，我的月球上有兔子！”“看，
我的月球五彩缤纷！”经过一番创作

后，一盏盏独具特色的月球灯就完
成了，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
的作品。他们有的画出了精美的星
月图案，有的描绘了宇航员登月的
场景，还有的画出了自己心中的梦
幻月球，展现了对浩瀚宇宙的热爱

和向往。最后的“亮灯”仪式，给大
家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吉莲社区
“红色力量润童心”系列活动内容之
一，旨在让辖区亲子家庭感受到传统
节日文化魅力的同时，进一步营造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
浓厚氛围。下一步，吉莲社区将继续
开展传统文化活动，引导辖区亲子家
庭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推动形
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
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温情话七夕 传承好家风
吉大街道吉莲社区开展七夕节主题活动

梅华街道翠前社区党委走访企业和商家。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陈世强，男，1962年7月生，中共
党员，广东省茂名市化州市东山街道
大茶小学退休校长。只因一句承诺，
陈世强16年来坚持助学，为生活困
难的女孩小丹提供学费和生活费，为
她遮风挡雨呵护成长。即便在家庭
举步维艰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助学
的念头，不折不扣地履行诺言，直到
女孩毕业成为一名教师。陈世强曾
获“广东好人”等荣誉。

一次家访 女孩命运得以改变

2004年秋学期的一天，陈世强
发现学前班的小丹没来上学，便到
她家里走访。在家访中了解到，小
丹由于父母离异，目前和年老的爷
爷奶奶一起生活，十分困难。而且

由于营养不良，小丹从小就体弱多
病，差点就患上了胃溃疡，这几天也
是因为肚子疼得不能上学，陈世强
连忙和老师带上小丹到医院治疗。

在家访中陈世强了解到，小丹的
爷爷奶奶生活上都自顾不暇，照顾孩
子更是捉襟见肘，由于生活困难，无
钱供她上学。“我出钱！”陈世强十分
心疼孩子，极力做两位老人的工作，
并表示由他来资助孩子上学。

一句承诺 遮风挡雨呵护成长

小丹终于又回到了校园。陈世
强知道孩子营养跟不上，每天放学
后都叫她在自己家吃了饭再回去；
孩子感冒发烧头痛脚痛，也是他带
去寻医问药；平时要买学习用具、生
活用品，他也考虑得十分周全。

其实陈世强家里条件并不好，那
时他每个月才1000元出头的工资，上
有父母双亲要赡养，下有两个孩子在读

书，一家几张口全靠他每月的微薄工资
支撑，生活实在不易。好在善良的妻子
理解并支持他，两个孩子也慢慢爱上了
这个可爱的小妹妹。小丹在陈世强一
家的呵护下茁壮成长。2011年，她从
大茶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化
州市第六中学。陈世强负担了她的住
宿费、生活费和伙食费，每个周末用摩
托车接送她往返学校和家里。

2014年，小丹即将初中毕业，她
想出去打工赚钱，回报陈世强对自
己的付出和关爱。陈世强觉察到她
的心思，积极劝说小丹不要放弃学
业。小丹最后选择了初中起点五年
一贯制师范学校，她十分珍惜这个
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异常刻苦，成
绩优秀，每年都领奖学金。

一个厄运 困境家庭从不缺爱

2018 年 5 月，陈世强的儿子被
诊断出重度肾衰竭。他强忍着悲

痛，想方设法凑钱给孩子治病。借
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欠下了40多
万元的债务。懂事的小丹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她经过激烈的思想
斗争，决定再次放弃学业外出打工，
挣钱为家还债，却被陈世强阻止。

虽然家庭陷入困境，但陈世强
依然每月支付小丹的学习生活费
用，从未间断。2019年7月，小丹顺
利毕业。2020年她参加了教育部门
公开招聘教师考试，正式成为一名
教师，至此，陈世强终于放心，结束
了对小丹长达16年的资助。

因为一句承诺，陈世强坚持了
16年资助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
学生，即使在家庭遭遇巨变的时候，
他也没有放弃。“陈校长光荣退休了，
我会接过他的教鞭，秉承他的精神，
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这是小丹的
心声，也是她内心最坚定的追求。

（中国文明网）

老校长坚守承诺 大爱助学16载

居 民 在 活
动现场与工作
人员积极互动。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