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场新人“炼”在街道

周 聪

脚踏百里乡土，回首不忘初心。研究生毕业后，我考上了省委选调生，分配到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

工作。新的环境、新的人群、新的任务，于我而言，身边的一切都是新的。作为初入职场的“菜鸟”，尽

管绞尽脑汁、竭尽全力去做每一件事，但依然会遇到很多头疼的难题，犯过一些糊涂的错误。经过几年的

基层锻炼，对基层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

一

刚到单位，领导就安排我任甘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助理。这一方面是严格执行选调生培养要求，另一方

面也是想让我多了解淳溪当地民情，为今后工作打牢群众基础。起初真的有些不以为然，觉得社区工作要

求不高，但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社区工作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社区治理工作不是谁都能做好的。

当时，街道要对辖区内志愿组织、志愿者进行统一网上注册、登记，以便规范化管理。街道领导看我

是研究生，又是学工科的，认为是最佳人选，让我负责全街道各社区的填报工作。接到任务后，我就开始

着手。这时，甘村社区团支书来找我，向我介绍了甘村社区志愿者具体情况，提出了很多实际问题和建议。

在交流中，我们一致认为“怎么录”是最大难题。甘村社区有志愿者 800多名，大多年龄在 40岁以上，手

机对他们来说只是通讯工具。上网登记信息、发布活动、招募志愿者这种工作属于“高科技”范畴，志愿

者独自完成网上登记的实际可行性较低，更何况整个街道志愿者有 1万多人，难度更大。有人建议可以找

些身份信息来充数，先把任务完成，被我拒绝了。我想，既然做了就要做好做实，不光是对上级要求的严

格执行，也是为今后规范化管理打好基础。

当天下午，我就制作了教学课件，第二天一早，便召集甘村社区志愿组织的负责人和年轻工作者参加

培训会。现场用 PPT逐条逐句向他们介绍了志愿网站的使用方法，针对不会登记的志愿者，请年轻工作者

协助登记。同时，为了掌握实时登记进度，只要有志愿活动，我就拉着团支书往现场跑，当面统计数据、

指导登记。我们连续跑了 10多天，去了 10多家志愿组织，功夫不负有心人，社区的 800多条志愿信息终

于全部登记上网。后来，我又将该方法推广到了其他社区，借助各社区团支部的力量，圆满完成上级任务，

党总支书记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社区工作并不好做，一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背后要付出很多辛苦，这件事也让我对志愿服务有了更

多了解。我主动穿上红背心，加入了志愿者队伍，跟着他们一起探望老人、打扫卫生。在活动后，我也教

他们志愿活动网上发布、招募、纪实等具体操作技巧，为志愿服务和志愿活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二

后来，街道把我调到宣传办，主要负责新闻信息编写及网络舆情处理。为了能够让淳溪在各大信息平

台多亮相，只要有新闻源，我就背着相机到场，挖特色、找亮点，当好街道的宣传员。刚开始写信息都是

标准的三段论，内容大多是介绍日常工作，无法抓住群众的“痒点”，阅读量一直都很少。如何吸引群众

的“好奇心”一直是困惑我的难题。



2018年初的一场暴雪，为淳溪披上了白衣，也给群众心里蒙上了阴霾。降雪量一再增大，部分村的房

屋因积雪过多，存在塌陷隐患。街道十分担心群众安危，为防止意外发生，连夜组织党员干部、社区工作

人员挨家挨户了解灾情，为屋顶除雪，将村民转移至安置点。我也参加了此次应急抢险工作。傍晚 7点，

网上一条“淳溪街道对危房不管不顾”的帖子引起广大网民的关注。作为舆情处理员，我第一时间随社区

书记冒雪来到实地检查，发现该住户早已被社区转移，网上传言不实。为了能够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找到了相关照片信息，并与村民家人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将转移过程、时间等具体情况编写成短信，作

为证明发送给我。凌晨一点，我带着素材回到单位，连夜编写了“一条讯息背后的故事”新闻信息，并在

高淳各大网站媒体上推送。在图文并茂的详细介绍下，群众了解了政府在雪夜里的奋战，纷纷给我们点了

“赞”。

这件事让我对基层宣传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基层宣传不仅仅是“传声筒”，更应该是凝聚民心的“利

器”。后来，在我的建议下，街道建立了自己的新媒体平台，设立民情专栏，每天推送志愿服务、文艺汇

演、办事流程、居家养老等便民信息，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知晓身边事。

三

“阳光扶贫”工程让我和淳溪街道渔业社区竺师傅结成了“一对一”帮扶对子。

第一次去竺师傅家，他满心欢喜，对我的到来非常欢迎，但因患耳疾，无法正常与人沟通。家人介绍，

竺师傅今年 40多岁，年轻时耳朵逐渐失聪，失去了工作，妻子也离开了他，在亲戚的救济下，带着女儿生

活。我对照竺师傅的情况，发现他符合市里的“残疾人低保政策”条件，于是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街道。

不久，竺师傅的家人告诉我，他已被纳入了低保。

竺师傅的生活压力虽然减轻了，但他身有残疾，且尚未经过专业培训，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仅靠低

保补助也只能维持生活，更何况女儿还在上学，家庭开销会逐步增大。为了这件事，我多次前往社区反映

情况，和社区商量合适的解决方法。最终，社区把竺师傅的父亲招聘为社区保洁员，负责小区卫生，家庭

收入增加了不少。再次来到竺师傅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虽然无法用语言来沟通，但已将心意告诉了我。

回去时天色已晚，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忽然一束灯光从背后照来，回头望去，发现竺师傅正拿着电筒

向我挥手。此时此刻，我感觉我们不再是帮扶对象与责任人的关系，而是扶贫路上的好“战友”。



社区和街道工作的这几年，让我有机会与最基层的群众有了最亲密的接触。基层工作的坚实与责任，

让我明白在复兴路上不仅需要开拓进取的先锋，也需要尽责尽职、默默奉献的“守土人”。在社区和街道

工作的经历不是人人都有，这是自我锻炼的机会，更是我毕生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