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舒适圈

架起中外住户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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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摄影是赵敏喜爱并
擅长的“舒适圈”，那么担任英语
社社长则是她对自身的挑战。
英语社社长不仅需要具备出色
的英语口语水平，而且需要较好
的协调沟通能力。“当时社区工
作人员告诉我，英语社缺一名英
语社社长。我虽然英语不算特
别出色，但我可以用沟通能力来
弥补。”于是赵敏就接下了这个
担子。

让她没想到的是，英语社里
还有外国住户，其中不少是外国
留学生。这些外国成员参加英
语社是希望提升中文能力，而中
国成员则是想通过社团训练英
语口语，如何平衡两者的需求成
为摆在她面前的一道考验。

“既然我们是英语社，那活
动期间还是说英语。如果外国
住户在中文方面有疑问，我学的

是汉语言专业，他们可以私信问
我。”在与外国住户沟通的过程
中，赵敏不仅充当“翻译者”，也
成为跨文化沟通的使者。在与
外国住户深入交流后，赵敏发现
他们的核心需求是想结识中国
朋友。于是赵敏引入了多个互
动游戏，通过设计趣味活动来增
加社团趣味性。其中“害你在心
口难开”深受大家喜爱。游戏
时，每个人在头上戴一条布带，
布带上都会贴上精心准备好的
卡片，卡片上写着被贴纸的人不
能做的事或者不能说的话，一旦
被贴纸的人做出纸片上的事，就
判定为游戏失败，需要接受惩
罚。

在社团活动之余，当参与打
羽毛球等体育活动时，赵敏也会
热情询问外国住户是否有兴趣
一起参加。印象最深的文化差

异是，中国住户通常很热情，外
国住户则更“独立”，不太喜欢麻
烦别人。“比如，有时我们的活动
距离柚米社区比较远，我们会邀
请外国住户搭中国住户的‘顺风
车’一起前往，可外国住户宁愿
自己骑自行车。我会尊重大家
的习惯和观念，同时也会和中国
住户做好沟通，搭建沟通桥梁。”

不过，随着中外住户的关系
日益融洽，外国住户也从最初的
不愿意麻烦别人，逐渐学会“麻
烦”他人。在群里，外国住户会
分享拼团网购优惠的链接，赵敏
和其他住户看到了也会热心帮
忙点击链接。有时，外国住户会
因中文难学而苦恼，赵敏便会耐
心鼓励他们，并分享一些中文语
法知识，“特别是中文口语和书
面语的区别，比如中文‘看’和

‘见’两者的微妙差异等。”
身为一名在上海生活工作

的四川人，赵敏也经历过对上海
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所以她希
望更多和她一样的年轻人，能够
在社区中感受到家一样的关怀
与温暖。谈及如何吸引年轻人
参与社区活动，赵敏说，“社长要
了解当下的流行文化，在共同感
兴趣的热点中，找到与青年情感
同频共振的交集，为大家提供有
营养的文化活动，滋养彼此。”通
过组织丰富的社团活动，让社区
住户的兴趣爱好充分展现与发
展。只有社员们的生活精彩，社
团才会更精彩。

初见赵敏，只见她头戴一顶贝雷帽，是个青春洋溢的00后“萌妹”。可一旦投身社区社团活动，她组
织有序，动作利落，俨然是一个干练的组织者。工作日，她是学校里认真负责的语文老师；而到了周末，
她是社区摄影社和英语社的社长。作为一名青年党员，赵敏身上这种强烈的“反差萌”，恰恰完美诠释了
很多人对00后的认知——难以被简单定义。

松江团区委、松江经开区将柚米社区作为“24小时青年创新生态单元”样板，身为这个青年人聚集地中的一分子，赵敏
表示，参与社团活动既是源于个人兴趣，也是希望让更多和她一样从外地来上海逐梦的住户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社群
文化是构建青年发展生态的重要部分，作为党员，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真正把社团办进青年人的心坎里。”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真正把社团办进青年人的心坎里
这个00后党员为社区注入活力

赵敏。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沉醉于“上海之根”广富林
郊野公园，漫步于淀山湖的湖
畔，流连在西塘古镇的青石板
路，在赵敏的组织下，从去年10
月起，摄影社团每个月都组织一
场外出拍摄活动。这些美好的
场景被摄影社成员们用不同的
视角与巧思一一定格在镜头之
中。“你见过粉紫的夕阳吗？真的
太美了。”谈及过往的拍摄活动，
赵敏回忆道。去年秋天，她和社
团成员一起前往松江乡村的水稻
田拍摄，原本活动计划2小时，打
算下午4点前结束。由于大家沉
浸其中，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令
人惊喜的是，天空出现了如“橘子
汽水”般迷人的夕阳，色彩从最初
的橘黄色，逐渐变换成浪漫的粉
紫色，随着天色渐暗，又晕染成深
橘色。

与摄影社社长这一身份充
满反差感的是，赵敏的本职工作
是一名学校语文老师。为何会
愿意用宝贵的周末时间，组织和
参与社区活动呢？赵敏笑着说，
这是一次兴趣与担当的“双向奔
赴”。她从大学时期就很喜欢摄
影，出门旅游相机从不离手。去
年6月，她看中了松江西部科技
园柚米社区的自习室，便选择居
住在这里。当时社区摄影社正
好需要招募一名社长，思及自己
大学时在学生会也积累了许多
组织活动的经验，她便自告奋
勇，接下了这个任务。

担任摄影社社长以来，每个
社区活动都让赵敏记忆深刻。
有次她和成员们在松江郊野拍
摄，原本计划两个多小时的活
动，一直持续到八九点。有位成
员为了让大家能在夜间拍摄，开
了很远的路，从松江小昆山镇开
车回公司拿来专业灯光设备。
这次拍摄结束后，大家还一起聚
餐，这种群体间的联结感和互帮
互助的精神让她很感动。

“通过社团，我和社员们的
摄影技术都有进步，还结识了很
多志趣相投的朋友。”每次外出
拍摄活动，社员们主动分工认领
任务：有人自愿当司机做后勤，
保证活动顺利进行；有人自愿做
导师，传授拍照技巧。尽管大家
年龄不同，从事的行业也不同，
但协作起来却十分默契。这些
赵敏都默默看在眼里，动容在心
里。随着团队凝聚力的增强，摄
影社的功能也得到拓展。每逢
社区举行大型活动，摄影社都积
极参与拍摄任务，将喜悦传递给
社区里更多的小伙伴。

随着新成员们加入社团，赵
敏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破冰秘
籍”——以摄影为纽带，将社区
里的青年住户紧密串联。“因为
我们组织的活动地点都比较偏
远，所以会让社团成员分组搭
车。一上车，大家会自然而然地
聊起自己的相机型号、数据参数
和拍摄经验。毕竟大家都是摄
影爱好者，只要聊到摄影，话匣
子就很快打开了。”

如今摄影社社群不仅成为社
区交流互动的热闹社交平台，而且
摄影团成员从最初的50人，一路
增长到了135人，其中还吸引了不
少专业摄影师和资深爱好者，社群
的一步步成长让赵敏颇感与有荣
焉。“我们有着地缘和心缘的关系，
平日里，大家都是互助友爱的好邻
居。即使在过年期间或者在外出
差、外出旅行时，也会频繁在交流
群里分享生活与美好。”

接下来，赵敏还将继续尝试
新活动，“之前我们主要是线下活
动，今后会考虑组织线上活动，比
如线上电影沙龙活动，大家一起观
看和鉴赏经典电影。”此外，她还在
计划举办摄影技巧沙龙，比如用手
机如何拍出大片这类更加入门、贴
近生活的摄影技巧，吸引更多的社
区住户参与进社区活动。

以摄影为纽带

让兴趣与担当“双向奔赴”

◀赵敏（右

一）与摄影社成
员一起参加外
出拍摄活动。

▶赵敏（右

二）和团队成员
们一起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