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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城市最温暖的细胞，也是时代变迁的鲜活注脚。从今天起，海峡都市报社区版将以福州鼓楼区大凰
山社区与仓山区吉龙社区为起点，用脚步丈量街巷的温度，用笔触记录家园的蜕变。在这里，每一扇窗后都有故
事，每一处转角皆是风景，我们愿做社区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更愿成为街坊邻里的倾听者、传递者。

“社区头条”聚焦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捕捉老旧小区焕新的惊喜；“社牛”栏目聚焦社
区能人；“邻声”栏目搭建居民畅言的桥梁，让家长里短的温情与建言献策的智慧在此交汇；

“改造ing”则以动态视角追踪城市更新的进程，呈现“面子”与“里子”共同生长的轨迹。我
们更期待打通报社资源与社区需求的双向通道，让媒体力量赋能基层治理，让社区亮点走
向更广阔的舞台。

在烟火气中感知城市脉动；于细微处书写有温度的新闻。请关注海都“社区”。

挂职的经历不仅让专业知识“活”用起来，更让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有了孵化
平台。去年12月，龚涵爽所在的团支部策划的支部立项项目，正是通过大凰山社
区的渠道成功落地。

“我们一直想为小学生做一个趣味数学启蒙，但苦于没有场地和受众。”龚涵
爽介绍，社区内有少儿活动中心，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会在这里活动，她立即将
团支部的“数趣童行”方案与社区对接。

借助社区提供的活动场地、宣传渠道及志愿者资源，该项目迅速落地。“那天，
我们将团支部项目小组搬进了社区，从纸上到了社区课堂里，在给孩子们讲数学
课的过程中，我真的觉得成就感满满。”龚涵爽回忆起那天的数学课堂，社区少儿
活动中心变成充满欢声笑语的数学乐园，课后孩子们还追着问“下周老师还能来
吗”。该项目最终从福州大学至诚学院80多个立项中脱颖而出，入围学院15强。

海都讯（见习记者 吴诗榕/文 记者 马俊杰/图）“叮咚！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25日中午时分，福州大凰山社区长者食堂迎来了一天中的热闹时刻，身着各色
制服的外卖骑手们走进食堂，享受专为新业态群体推出的“八折管饱餐”。据了解，
该食堂推出两元管饱的米饭，搭配八折优惠的菜品，比周边餐馆便宜好几块钱，关键
是还能吃上现炒的锅气。

正在吃饭的外卖小哥刘先生说：“一荤一素加米饭，只要 11元，打完折只要 8.8
元，我平时在外面吃一餐都要花20元左右。”

食堂负责人介绍，每日基础菜品保持在10道以上，还配有炖罐和不定期的福州
特色小吃供应。食堂堂食日均接待量超过200人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优惠，让更
多为城市奔波的劳动者能吃上实惠可口的饭菜。”

据了解，目前该长者食堂“八折管饱餐”的服务对象，涵盖了多种新业态从业人
员，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各类主播、网约车司机等。外卖小哥穿着工作服到店，就

可以直接享受八折优惠。网络主播来店时，则可以通过
展示自己的社交平台账号享受优惠。

海都讯（见习记者 吴诗榕
文/图） 春天的榕发乌山郡小区，草
木葱茏，在斑驳阳光的映照下，透着
岁月静好的氛围。65岁的李碧如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她在小区便利店
帮忙看店，这里也成了她的“理发据
点”。九点左右，她摆出全身镜，拿
出塑料椅，不一会就迎来了第一位
顾客——75岁的陈大姐。

因为有点胖，邻里们都叫李碧如“胖大姐”。提起与理发的缘分，“胖大姐”眼里
闪着光，“年轻时，为贴补家用，我跟着开理发店的亲戚学艺。师傅夸我有天赋，不到
半年就学成出师，实际上啊，为了练习盘发，当时可没少‘嚯嚯’外甥女的头发。”

学成后，胖大姐自己开了家理发店，靠着熟练的手艺和热情的服务，积累了一
批“忠粉”。如今为了带孙子，胖大姐关了店，但那些“粉丝”依然追着她过来。“喏，
今早就来了 4位客人，再来就得排到下午了。”陈姐特意从金山来找胖大姐理发，

“只有把头发交给她才放心”。
作为福州鼓楼区洪山镇大凰山社区的热心成员，胖大姐积极投身社区的志愿

活动。“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为社区多做点事情。”这是胖大姐常挂在嘴边的话。
她不仅定期在社区为老人免费剪发，还主动上门为行动不便的居民服务。

在她看来，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邻里服务，是件特别幸福的事。
除了理发，胖大姐还是社区里的美食达人，拿手绝活是制作地道福州清明

粿。胖大姐的独门秘籍就是馅料的选择，她坚持用花生油炒的萝卜丝配现磨黑芝
麻。在她看来，没这三样，算不得真正的清明粿。每年清明，她都会精心制作上几
百个清明粿，分送给邻里。她还举办过美食分享会，将制作方法传授给邻里。

从发梢到舌尖，胖大姐用最朴素的方式，将街坊四邻的烟火日子酿成了绵长
的温情故事。

社区来了
“创意合伙人”

“粉丝”从金山追到鼓楼，只为找“胖大姐”理发，
而“宠粉”的她不仅为老人免费剪发，还上门为行动不
便的居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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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城市中最基层的单元，
是连接千家万户的温暖纽带。当
青春的力量与社区治理相遇，会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福州大学至诚
学院与鼓楼区大凰山社区的“校地
合作”，给出了生动答案。

每周二的下午，福州大学至诚
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的大二学生张茹和龚涵爽都会到
大凰山社区报到。去年9月起，福
州大学至诚学院与大凰山社区启
动了“校地合作”，首批选派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和外语系学生参
与到了社区挂职。

N海都见习记者
吴诗榕/文 记者 马俊杰/图

八折管饱
长者食堂“跨界”暖胃

大凰山社区长者食堂，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
新业态群体提供优惠套餐

“Tony姐”
与“粉丝”的双向奔赴“课堂上学的技能，在这里都派上用场”

打开电脑，点击Excel图标，屏幕前响起了“啪啦啪啦”清脆的键盘声，两位大
学生熟练地操作着，屏幕上原本杂乱无章的社区房产数据正被重新排序归类。

张茹和龚涵爽接到的一项任务，是梳理福三新村小区100多户业主的房产信
息，为业委会选举确定实际票数。“刚开始我们也是一头雾水，这些杂乱无章的信
息和课堂上的规整数据完全不同。”张茹说道。

在小区业委会筹备过程中，业主产权统计曾是一大难题。由于历史登记不规
范，不同业主的房产情况复杂多样：有的仅有主住宅，有的则同时拥有附属间、商
铺等，导致早期统计时极易出现重复计算。

“这项任务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张茹说，经业主代表和社区工作人员讨论，
明确了“一户一票”的计票规则，无论一个业主名下登记了多少类房产（主宅、商
铺、附属间等），均合并计为 1票。“第一天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才整理好一份资
料，效率实在太低了。”面对挑战，两位学生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她们创新设计“主
编号+子编号”数字化分类法——以“100.1”代表主宅，“100.2”代表附属间……通
过Excel函数实现自动归类，“原来可能要一天才能核实完的数据，现在两个小时
左右就可以搞定，并且准确率还大大提高了。课堂上学习的专业技能，在这里都
派上了用场”。

除此之外，张茹、龚涵爽还参与了流动人口登记、消防安全巡查等工作的数字化
改造。社区书记黄冬说，“她们带来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年轻视角下的治理创新”。

大凰山社区作为老旧小区与新建小区融合型社区，各小区情况不一，居民需
求复杂多样，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专业力量缺乏、居民参与度低等问题凸显。
针对这些问题，社区通过“幸福合伙人”机制，整合社区多方资源，实现由“政府主
导”向“多元共治”转变。其中，创意型合伙人，与高校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为社区
发展注入新的创意元素。

社区数学课成孩子们“追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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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涵爽（左）和张茹（右）正在讨论如何再
提升数据整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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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深巷里的苍
蝇小馆、鲜为人知的绝美
角落，还是生活中的奇葩
见闻——你的报料，就是
我们探索世界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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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报料 分享你的独家发现

大学生到福州大凰山社区挂职，助力社
区治理，社区则给他们实践平台，双向赋能激活
青春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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