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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联动”
共建温馨家园

□ 张进 杨晓莉文/摄

“如今的社区不再是盖盖章、发发宣传资料的办公场所，它

能给我们提供各项便民利民服务，是居民们的第二个家。”家住

琵琶社区的退休职工周士元感慨地说。

近年来，我市着力推进“三社联动”管理服务模式，将社区、

社会组织、社工这些最基础的社会管理元素结合起来 ，建立三

者互联互补的社区服务运行机制，更好地服务居民群众。日前，

记者走访了琵琶社区、月塘社区等处，感受“三社联动”给居民

生活带来的便利。

社区服务：服务领域不断拓展

“XX企业，招收操作工数名，月薪3000元以上，缴纳各项

保险……”5日中午，记者来到琵琶社区，刚踏进一楼“一站式”

服务大厅，便看见左边墙面上悬挂一个电子屏，屏幕上滚动播

放着招聘信息：企业名称、岗位、需招工人种类、福利待遇等内

容一目了然，走近设立在一旁的信息查询机，只要你输入姓名

和身份证号码，便能轻松地查询本人的社会保障信息。

据介绍，近年来，琵琶社区陆续打造了社区百姓学堂、法制

宣传中心、科普长廊、诗词画廊、诗词创作室、科普体验馆、电子

阅览室、图书阅览室、慈善超市、居民健身活动中心等，社区服

务领域不断拓展，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

当日下午，在电子阅览室，记者看见许多居民在室内上网、

看书、读报。今年62岁的张德凤告诉记者，女儿在北京定居，自

己和老伴两人在高邮生活，偶尔去北京小住，每次离开北京回

高邮后，最想念3岁的小孙女，听说QQ能聊天，还可以视频，只

可惜不懂怎么操作。“现在好了，社区有了电脑，我们不仅可以

免费上网，不懂的时候还能请教社区工作人员。最近我刚申请

了QQ号，你看，这就是我女儿的QQ，现在每隔一两天，我都和

小孙女通过QQ视频见面说说话，真好！”张德凤指着QQ小图

像笑呵呵说道。

戚桂英夫妇俩也是一对“空巢”老人，女儿、女婿一家在常

州安家落户，但他们舍不得离开家乡。“社区里有健

身房、有阅览室，老人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生活一

点也不觉得寂寞。”戚桂英说道。

在居家养老休息室，记者看见室内摆放着4张

崭新的沙发床，床的对面还摆放着一台电视机。琵琶

社区党总支书记俞艳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为社区上

了年纪的留守老人准备的，在这里，他们可以享受免

费食宿的待遇。在一旁的厨房间内，记者看见，微波

炉、电磁炉、锅勺、碗筷等厨房用具一应俱全。

琵琶社区的“一站式”服务大厅只是城区18个社区的缩影。

据了解，我市共有54个城乡社区，其中城区社区18个，农村社

区36个，截至目前，绝大多数社区都建立了“一站式”服务大厅，

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深受社区居民喜爱。

社会组织：覆盖范围越来越广

月塘社区是老社区，空巢独居老人多，困难户、残疾人等弱

势群体多。近年来，月塘社区先后成立了象棋协会、舞蹈协会、京

戏票友协会、残疾人协会、太极拳协会、老年人合唱团协会、互济

会协会等组织。今年五月，月塘社区互济会被扬州评为十佳社区

社会组织，该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丽娟被评为扬州市十佳社区工

作者。

今年90岁的谢慕家住文游中路，是月塘社区的一名五保

户，今年年初因摔伤骨裂住院，花去医药费3万余元，虽然享受

医保一次报销、二次报销待遇，但自己仍要承担五六千元，考虑

到老人的实际情况，月塘社区互济会协会帮助老人解决了医药

费，并花钱请护工照料老人一个多月，直至老人康复出院。国庆

节期间，老人90大寿，协会部分成员还到其家中为他祝寿。5日

中午，记者来到谢慕家中，说起这件事时，谢慕激动地说：“要不

是社区帮助我，我恐怕过不了这个关。我虽然无儿无女，但社区

工作人员就像是我儿女。”

家住月塘社区月塘巷的李锦桃是低保户，女儿残疾，无经济

来源，生活特别困难。去年下半年，李锦桃因病去世后，互济会协

会成员送去花圈和慰问金；社区居民胡龙是个残疾人，每年骨髓

炎发作数次，每次都要到医院接受治疗，医药费无处报销，互济

会协会帮他解决500元，并帮助他解决600元修缮破漏的房屋

……据月塘社区主任、互济会协会会长稽有华介绍，截至目前，

月塘社区干部和社区低保户、三无人员、困难残疾人、党员志愿

者共200余人加入了互济会协会组织中。社区现在是一家有难、

众人帮忙。

在社区活动中心内，记者看见复式墙拉力器、肩梯、双轮助

行器等10多种康复器材。今年54岁的童永安是一名残疾人，也

是社区残疾人协会会长，正在室内进行康复训练。说起残疾人组

织，童永安说：“社区94名各种残疾人都加入组织中来，组织每

年都会针对不同残疾对象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残疾人也有机

会走出去体验、享受邮城的变化了。”

据了解，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与居民之间、

居民与居民之间沟通的桥梁、良性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市将

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持续增强社会组织的承载功能，确保

到2014年前每个城区社区社会组织达6个以上，其中实体型社

会组织不低于2个；每个农村社区社会组织达3个以上，其中实

体型社会组织不低于1个。

社工人才：支撑作用日益明显

12岁的小明（化名）家住琵琶社区，小明自幼父母离异，与

体弱多病的爸爸一起生活，养成了许多不好的习惯。得知此情况

后，社区社工师俞艳经常来到小明的家中看望和照顾他，还定期

邀请志愿者市人民医院心理咨询师陈红珍、市法院少年庭庭长

胡玲玲来社区对小明进行沟通和心理辅导。“没有社工和志愿者

的无私帮助，孩子可能早走偏了。”小明的父亲感慨地说。

据了解，琵琶社区现有工作人员11名，分别承担社区服务、

社区治安、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社区文化、劳动保障、社区人口

与计划生育等。为更好开展工作，社区工作人员俞艳、张军、施

军、颜士莉等4名考取了专业社工师，在做好社区日常工作的同

时，夫妻吵架、父子不和、孩子叛逆等等家庭琐事也成为了她们

工作中的一部分。今年夏季，社区内一对离异夫妻因经济发生纠

纷，前妻拿着刀来到前夫再婚后生的儿子的学校，欲进行报复，

得知此情况后，俞艳立即进行阻拦、劝说，并将这对离异夫妻请

到工作室，交流、谈心，成功化解了矛盾。

在日常工作中，社工充分挖掘琵琶社区潜在资源，招募社区

志愿者，目前琵琶社区志愿者人数已达到258名，占社区人口的

5%。社区内形成了“社工带志愿者、志愿者助社工”的公众参与

格局。

据了解，目前城区12个社区都拥有了专职社工师或者助理

社工师，下一步，我市将按照每个社区都要有一名专职社工师或

者助理社工师的目标，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国家社会工作师资

格考试，吸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大学生村官到社区工作，加快

社会工作人才职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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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二代”“冠姓权”引争议
□ 张云

子随父姓本是约定俗成的传统，然而，随着愈来愈多的“独

一代”结婚生子，“独二代”跟谁姓成了一个难题，夫妻双方家庭

都想让孩子跟自己家姓，“独二代”“冠姓权”之争愈演愈烈。

姓氏之争硝烟弥漫

在老一辈人的观念中，一个家族的姓氏无人继承便是断了

“香火”。“双独”家庭中，两个家族只有一个“独苗”，部分家庭对

于“独苗”继承哪一家的香火十分看重，甚至引发两个家族不可

调和的矛盾。

杨先生和爱人吴女士都是独生子女，婚后非常幸福，一年

多后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孩子的

出生本该为这个幸福的家庭增添欢乐，如今却成了两人争吵

的“导火索”。杨先生说，从爱人怀孕到现在儿子快一岁了，为

了儿子到底跟谁姓的问题，两人没少吵架，甚至双方老人也

“参战”，事态不断升级。“爱人怀孕的时候就希望孩子能跟她

姓，但我是独子，孩子不跟爸爸姓，我父母这边肯定不同意。现

在孩子快一岁了，还只有小名。”说起孩子“姓什么”的问题，杨

先生很无奈。

为了让孩子姓吴，吴女士和家人没少下工夫，甚至清算起了

结婚买房等花销。奈何公公婆婆坚决认为孩子应该姓杨，两家人

多次不欢而散。吴女士一怒之下抱着儿子住回了娘家，与丈夫开

始冷战，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氛围变得紧张。

生二胎、新复姓成解决之法

无休止的争吵、冷战让杨、吴两家人身心俱疲，最后，两家人

各让一步，找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将两家的姓合在一起，给

孩子取“复姓”。不过，两家人就谁的姓在前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磋商”，孩子仍然只有小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庭在为孩子的姓氏僵持不下时，

便将男方和女方的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复姓”，如父姓李、

母姓王，孩子就叫李王XX。如今，用新复姓解决姓氏之争的家

庭越来越多，既让双方家庭如愿，又少有重名，一举两得。

除了新复姓，生二胎也成为一些家庭常用的解决姓氏问题

的方法。邓女士和丈夫有一个3岁的女儿，女儿跟丈夫姓。邓女

士的父母希望能有一个跟自家姓的孩子，两家便商量好，夫妻俩

再生一个孩子，如果是女孩就跟邓女士姓，如果是男孩就跟丈夫

姓，让大女儿改姓邓。两家人对于这一方案都比较满意。

随着“单独两孩”政策的落地，一些“单独”子女家庭更倾向

于再生一个孩子来解决姓氏之争。不过也不乏家庭表示，结婚前

就约定好了孩子的姓氏问题，孩子出生后两家人按约定办事，现

在相处得挺好的。

“独一代”呼吁长辈多体谅

记者随机采访了部分市民，多数人表示，婚前两家人应该

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将一些问题说清楚，达成共识，这样婚后矛盾

就会少很多。也有市民表示，跟男方姓还是跟女方姓本质上都一

样，一个姓氏改变不了血缘关系。

此外，在采访中，大部分独生子女夫妻表示，他们本身对孩

子姓氏问题并不看重，但是父母对此十分看重，有些家庭甚至在

结婚前就因为孩子姓氏问题纷争不断。小陈今年刚结婚，暂时还

没有“造人计划”，双方父母就已经为了孩子姓氏问题“大战”好

几回合了。小陈和丈夫夹在中间，十分为难。“以后独生子女居

多，这代跟你姓了，下代呢？下下代呢？家里姓氏越来越多，孩子

要跟谁姓？靠姓氏来继承‘香火’本来就是旧思想了，跟谁姓都是

自家孩子。”许多“独一代”都和小陈一样，希望长辈能多体谅他

们这一代，在孩子姓氏问题上能开放一些，协商解决，别让“冠姓

权”之争打破了原本温馨和睦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