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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集标准

本次活动
所涵盖的公民
榜样，可以是
个人、社区企
业代表，也可
以是两新组织
（新经济组织
和 新 社 会 组
织）、NGO 等
社会团体。

他们能积
极融入城市治
理，为城市的
发展和改善而
有所贡献，是
品德高尚，热
心公益，关爱
城 市 ，关爱社
区，关爱他人的
个人和群体。

候 选 人
不 限 户 籍 和
国籍，但生活
及 事 件 须 在
北京。

■ 参与方式

电话推荐：
从今日起

至 2012 年 12
月，市民可拨
打征集热线：
67106710 推荐
或自荐候选人
电邮推荐：

可发送候
选 人 资 料 至:
xjbgandong@
126.com

今起全城寻找“感动社区人物”
新京报第六届感动社区人物评选启动，以“发现公民榜样”为主题，市民可推荐也可自荐

新京报讯 （记者许路阳）今日起，
新京报第六届“感动社区人物”评选活
动正式启动。本届评选将以“发现公民
榜样”为主题。

今起至 12 月，市民可通过电话、电
邮、邮寄等方式向新京报推荐你心中
的“公民榜样”，新京报将陆续报道这
些“榜样力量”，并从中评选出 10 位“感
动社区人物”及 10 个团队，届时，市民
们还可通过投票为心中的公民榜样加
油助威，新京报也将用颁奖方式向他
们致敬。

寻找公民榜样

什么样的人能做公民榜样，是否就
像雷锋一样？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
振耀认为，雷锋代表着传统，是政府提
倡学习的榜样，而自发行动的市民才是
如今急缺的公民榜样。

形象而言，王振耀举了个例子：有
人看了 3 小时水龙头流水，希望等到谁
来关龙头，却不自己动手，“这不是一个
绝妙的讽刺吗？”真正的公民榜样，面对
社区中涌现出的种种问题时，勇于负责
和行动，而不埋怨和等待。

他们是平民英雄，在“7·21”水灾
中，挺身而出，不顾安危，见义勇为，从
无情的大水中救出同胞。

他们是公共利益的卫士，像放弃律
师事务所高薪，专事垃圾处理的黄小山
（网名“驴屎蛋”）一样，为了公共利益、
公共空间的优化，不惜让渡自己的时间
精力和财力。

他们是予人温暖的公益人，像奔走
在山地、湖泊等各种灾难现场救助受困
市民的蓝天救援队一样，扶贫济弱，乐
善好施，与人为善，帮助孤寡老幼。

他们是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
业主领袖，像起诉小区物业的央视知名
主持人赵普一样，为社区善治出谋划
策，激发社区活力，推进社区自治。

他们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达
人，像用镜头记录一年内的北京蓝天，
展现北京大气质量的卢为薇和范涛一
样，崇尚低碳节能的生活，爱护环境，积
极宣传，身体力行，带动影响更多的人
参与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70后80后占主流

今年，新京报已是第六年推出“感
动社区人物”评选活动，与往届一样，指
导单位依然是北京市委社会工委。

“这些人物和集体的当选，凸显了
社区服务的公益性、便民性。”回首感动
社区人物评选走过的 5 年光阴，市委社
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建设办主任宋贵伦
点评道。

回顾 5 年的“感动”评选，50 位“感
动社区人物”中，涵盖了公务员、白领、
村民、企业老板、警察等社会各个阶层。

事迹方面，仅服务社区、热心公益
和维权类的，就已占据 60%左右，彰显
了他们对社区的贡献。

他们有的虽身处社会底层，没有北
京户口，但却同样感动了社区。在历届
评选中，候选人之间，只有所在社区和
事迹的不同，而不以户籍论英雄。

“把原住民和新居民都当作新北京
人来对待，只要他们在北京工作、生活，
谁做得好就选谁。这是我们评选‘感动
社区人物’的方向。”宋贵伦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选的46位个人
中，过半为20岁到40岁的70后和80后。

这在王振耀看来，代表着中国的希
望，因为他们开放、主动、个性，“他们愿
意从身边做起，不扔垃圾就是不扔。”

凸显社区服务公
益性便民性

新京报：你认为5年来
的“感动社区人物”有哪些
共同特征？

宋贵伦：“感动社区人
物”已举办五届了，今年是
第六届。这 5 年正好与北
京市社会工委的成立发展
同步，也与党的十七大强
调社会管理创新，构建和
谐社会的思路相吻合。5
年来共评出了 46 位“感动
社区人物”和4个团队。

我觉得，这些人物和
团队的当选，凸显了社区
服务的公益性、便民性，
他们大多是为老百姓搞
公益服务的。比如站出
来为业主们维权的公益
人士，开展民间救灾的蓝
天救援组织等；还有更多
的在社区中开展与居民
生活密切相关便民服务
的志愿者。

社 区 服 务 有 三 个 方
面：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
益服务、社区便民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
来做，社会公益服务要靠
社会来完成，社区便民服
务则应由政府、社会、市场
一起完成。“感动社区人
物”主要体现了社区服务
的公益性、便民性。

鼓励更多人参与
社区公益

新京报：如何发挥这
些人物的示范作用，使他
们在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
创新中成为榜样力量？

宋贵伦：这可以从两

方面来讲：第一，宣传他们
的先进事迹，让更多人了
解，不仅仅感动社区，而且
要感动全社会，让更多人
参与社区服务；第二，在总
结前几届经验基础上，把

“感动社区人物”这个品牌
做好，通过这个平台鼓励
更多人参与社区公益服
务，让大家都来用社区这
个平台。

感动社区人物，我们
强调从身边小事做起，没
必要过于拔高。一方面要
宣传好感动社区人物的具
体事迹，让更多人了解；另
一方面，改进活动的宣传、
运作、评选机制，让这个品
牌更有影响力，效果更好。

原住民和新居民
一视同仁

新京报：在历届获奖
的感动社区人物中，有不
少非京籍，他们的特殊作
为在异乡获得感动和认
同。但目前外来人口，特
别是农民融入社区（比如
选举权、子女受教育的权
利），依然存在很多障碍。
今后政府还应完善哪些具
体政策，帮助外地户籍的
北京居民（包括白领，也包
括农民工）融入社区？

宋贵伦：在参评人员
中，有北京户籍和非北京
户籍，也有农民工，让老百
姓自己来选。把原住民和
新居民都当作新北京人来
对待，只要他们在北京工
作、生活，谁做得好就选
谁。这是我们评选“感动
社区人物”的方向。

在参评人员中，有北京户籍和
非北京户籍，也有农民工，让老百
姓自己来选。把原住民和新居民
都当作新北京人来对待，只要他们
在北京工作、生活，谁做得好就选
谁。这是我们评选“感动社区人
物”的方向。

——宋贵伦

对话人物：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宋贵伦

宋贵伦：
感动社区人物
不用区分户籍

在本届“感动社区人物”评选活动启动
前，新京报记者专访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
社会建设办主任宋贵伦，请他解读“感动
社区人物”的共同特征，以及如何更好地
发挥其示范作用，推动北京的社区建设。

事迹特点 （基数为50）

维权类
9个

18%

服务社区类
13个

26%

岗位模范类
6个

12%

公益类
14个

28%

环保类
3个

6%
2个

4%

其
它
类

职业分类 （基数为50）

年龄分类 （基数为46）

数据整理 许路阳 卢漫 新京报制图/师春雷

20-40岁（含40岁） 27人 58.7%

40-60岁（含60岁） 12人 26.1%

60-80岁（含80岁） 7人 15.2%

推动社会
管理创新类
3个

6%

民间组织 4人 8%
公务员 2人 4%
白领 5人 10%

摄影师 3人 6%
社工 2人 4%
教师 3人 6%

退休人员 8人 16%
保姆职工等基层劳动者 2人 4%

村民 1人 2%
律师 2人 4%
医生 1人 2%

企业管理人员 9人 18%
社区民警 2人 4%

物业负责人 1人 2%
业委会主任 1人 2%
公益人士 3人 6%

知名主持人 1人 2%

（下转A19版）

2007年-2011年
感动社区人物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