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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唐明亮
吴诗榕 见习记者 张声琳
通讯员 台融宣 文/图）
位于福州台江茶亭街道阳
光社区粉干巷的哪吒彩绘
墙3月15日绘制成后，成了
新晋网红点，吸引不少市民
前往打卡拍照。但这面彩
绘墙很快就被人为恶意破
坏，所幸有热心市民在 18
日凌晨花了 3 个多小时细
心修补，彩绘墙基本复原。

18日，记者联系上了热
心市民小林。她是漳州人，
是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的护士。她跟记者讲
述了凌晨的情景。“《哪吒》
这部电影我非常喜欢，前几
天看到有人在这边画哪吒
彩绘，我还高兴了好久。”小
林说，她就住在彩绘墙附
近，17 日晚上 11 时许她和
朋友出门吃夜宵，凌晨回家
时，发现彩绘墙被人泼上了
颜料。

“好端端的一幅画，就
这样被破坏了，太可惜了。”
小林说，她并不擅长美术，
只是当时想到是刚泼上的
颜料，还能试图挽救一下。
于是，她回家喊来弟弟帮
忙，把污渍擦了，用颜料作
一些修补，而这一修补就是
3个多小时。

18日上午，记者在现场
看到，地面上还有颜料未干
的痕迹，彩绘墙旁边摆放着
阳光社区的提示牌，上面写
着“涂料未干 请勿触摸”。
经过小林的及时修补，彩绘
墙基本复原，不可避免的是
某些部位还是能看出被破
坏的痕迹。

“太可惜了，这么漂亮
的一幅画。”“是谁这么缺
德，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少路过的市民看到被破
坏的彩绘墙纷纷表示惋惜
和气愤。

茶亭街道阳光社区有

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
联系警方调取监控，尽快找
到破坏者。同时为了更好
地保护彩绘墙，社区也将加
大联防力度。

小林也想通过海都报呼
吁，希望广大市民能够尊重
别人的劳动成果，手下留情，

别让美丽止于破坏。
记者从福州市公安局

台江分局获悉，经过调查、
研判，破坏哪吒彩绘墙的
嫌疑人已被控制。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表示，将依法对其进
行处理。

网红哪吒彩绘墙遭破坏 他俩连夜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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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食品科学专业
毕业的陈荔君考入福州市
第二社会福利院担任营养
师。那时，她的工作流程
相对简单，每天接触最多
的是电脑上的后台数据和
餐厨、医护人员。但她始
终惦记着大学时做志愿者

的经历——“生命影响生
命”的信念，让她渴望从“幕
后”走向服务一线。

2012年，她抓住院内鼓
励员工考社工证的契机，在
2013 年正式转型为一名社
工，和同事一起开始服务残
疾对象。身份的转变，也给

她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两
三位新手社工面对 200 多
人，每个人都独一无二，服
务远比想象中艰难。”资源
有限、需求复杂，陈荔君与
团队摸索出“需求评估—资
源匹配—跟踪反馈”的闭环
服务模式，并在院内成立福

州市首个内嵌式社工服务
中心——彩虹桥助残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为提升专
业性，她还考取三级心理咨
询师资格，坚信社会工作不
是“拯救”，而是“赋能”——
既为残障人士，也为团队自
身。

助残“摆渡人” 温暖“慢行者”
福州社工陈荔君和团队首创省内残疾人就业孵化基地，用就业让残障人士保有生命尊严

N海都记者 何丹莹 吴雪薇
实习生 王涵 张嘉鑫 文/图

在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社工陈荔君的故事如同一道温
暖的光。从营养师到助残社工，
十二年间，她带领团队推出 9 个
助残品牌项目，联动 300 余家爱
心单位构建资源网络，创办省内
首个残疾人就业孵化基地“星蜗
创业园”，累计帮助 75 名残障人
士实现职业康复。3 月 18 日是
国际社工日，记者走近这位用专
业与坚守为生命赋能的助残“摆
渡人”。

福利院入口处，“星
蜗创业园”的标牌格外醒
目。幸福咖啡吧、喜龙龙
洗车房、星蜗驿站……这
个省内首个残疾人就业
孵化基地，承载着陈荔君
对“ 慢 行 者 ”的 深 情 。

“‘星’寓意党的领导，
‘蜗’象征虽慢却坚持的
院民。”她带领团队伙伴
共同为项目设计 IP“星小
蜗”——一只努力攀爬的
蜗牛，传递“每一步都值
得骄傲”的信念。

这里服务的对象都
是孤残人士，其中多为重
度智力残疾，许多人终其
一生无法“毕业”。但陈
荔君相信，职业康复的意
义远超经济收入。“摆摊
对于普通人简单，对于他
们却是巨大的挑战。”通
过定制化培训，学员在制
作面包、手工艺品等过程

中重拾自信。两年来，75
人通过项目实现职业康
复，尽管人数有限，但每
一个进步都弥足珍贵。

面对是否拓展销售
渠道的提问，陈荔君态度
明确：“在政府民生保障
充分的当下，销量不是他
们最迫切的需求。被看
见、被需要，才是‘星蜗’
真正的价值。”

“我们架桥，但不代
他们走路。”陈荔君常把
这句话挂在嘴边。十二
年间，社工们始终坚信：
助残的终极目标，是让每
个生命保有尊严。“他们
不是弱者，只是需要被平
等‘赋能’的普通人。”

如今，“星蜗”的“慢
行者”们仍在努力向前。
而陈荔君与她的团队，将
继续用专业与爱，编织这
条通往尊严的彩虹桥。

随着服务深入，陈荔
君的团队从 2~3 名扩展至
10 名专职社工。她创新

“责任社工+项目社工”双
轨制，划分网格化服务单
元，实时追踪残障群体动

态。“每个单元由专人负
责，注重预防和早期干预，
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
在她看来，倾听需求是助
残的第一步。

团队聚焦“康复—就

业—社会融合”三大核心，
逐步构建起助残服务体
系。陈荔君还引入社会力
量，联动 300余家爱心单位
打造“N+助残”品牌，孵化

“非遗助残”等项目。学员

制作的漆扇、串珠等作品走
向市场，价格亲民品质却不
输其他同类商品。

“购买即是认可，这份
成就感是他们融入社会的
钥匙。”陈荔君说道。

从“幕后”到“台前”摸索出闭环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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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荔君（中）与福利院的社工一起参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