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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安安寺寺··

人物

答疑解惑传经送宝
“小崔热线” 送贴心服务

□记者 廖荩薇

“小崔，最近要年检了，我们年纪大
了不会用电脑，能不能来帮帮忙？ ”

“小崔，我想要在静安区成立社会
组织，应该走哪些程序？ ”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如何更好地服
务社会组织，做到有问必答、有惑必解成
为一个新的课题。 自 2021 年 2 月，静安
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小崔热线”开
通以来，中心副主任崔鹏飞每天都会接
到来自静安区的社会组织打来的各类
咨询电话，为他们提供业务上的辅导及
专业化方面的咨询。 截至 2021 年 12
月，崔鹏飞共受理来电 950 多通，被授
予静安寺街道 2021 年度 “静安寺商圈
能手”称号。

2021 年 3 月， 受民政局社管局委
托，静安区社服中心为全区近一半（约
500 家）的社会组织及新登记成立的民
非组织提供年检服务。 其中有不少组织
是第一次参加年检，当他们来电咨询时，
崔鹏飞积极进行对接，在电话中对他们
进行指导，针对一些组织中负责人年纪
偏大、 对于电脑不熟悉的特殊情况，崔
鹏飞还曾多次上门进行服务。 “现在组
织中人员年纪偏大是十分常见的，有一
次上门后发现，组织的 CA 证书过期，我
甚至将他们的 CA 证书拿回中心代办填
写，完成后再将 CA 证书送回给组织。 ”

崔鹏飞告诉记者，有时候一次上门服务
来回车程就要一个多小时，但作为一个
公益人， 作为区社服中心的一份子，就
应该有颗乐于付出、敬业奉献，为组织们
服务的决心、恒心和公益心。

崔鹏飞出色的专业能力，离不开他
多年来的经历和锻炼。 崔鹏飞于 2013
年 4 月入职静安区社服中心， 同年 6
月，借派到当时的静安区民政局登记科，
学习社会组织登记业务事宜。直到 2014
年 6 月回到中心，之后又陆续被外派到
区社联会、区南西金钥匙义工协会、区评
估中心等组织进行学习。

2016 年 6 月，崔鹏飞再次被借派到
静安区民政局社管局登记科窗口，服务
全区的社会组织。 对业务的熟悉程度，
和一颗保持谦卑的心，让崔鹏飞的服务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2017 年起，崔鹏飞
连续 4 年被评为 “窗口服务明星”和

“优秀党员”，这也让“小崔”的名号在
静安区的社会组织中打响了。

2021 年 2 月，崔鹏飞再次回到静安
区社服中心， 多年在窗口工作的历练让
崔鹏飞累积了经验，也认识到，如今大家
对于社会组织相关信息的了解渠道十分
有限。 于是， 在中心领导们的大力支持
下，静安区社服中心组建了“小崔热线”
服务平台， 用于受理社会组织相关的一
揽子事务，通过“线上网络平台”和“线
下集中授课培训” 的方式同时开展工
作， 服务在静安区登记的社会组织及意
向在静安区注册的公益团队。

值得一提的是， 为进一步发挥中心
枢纽型和支持性平台的作用， 加强对街
镇社服中心的业务指导和能力建设，提
升街镇社服中心的规范化评估等级，曾
经在区评估中心学习过规范化评估的崔
鹏飞不辞辛劳，在 2021年 5月至 7月奔
赴现场传经送宝，在他的指导下，静安区
北站、彭浦新村、彭浦镇、江宁路及南京
西路等 5家街镇社服中心，在 2021年荣
获了中国社会组织 3A、5A等评估等级。

在静安区社服中心的工作人员眼
中，不仅敬佩崔鹏飞对业务的钻研，对上
千条相关法律滚瓜烂熟， 为咨询者精准
提供信息，而且他甘愿吃亏、乐于奉献的
精神也值得人们学习，对崔鹏飞来说，不
论双休日还是节假日， 只要社会组织有
需要，他总是奔波在服务他人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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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巨鹿路 889 号花园别
墅， 包括巨鹿路 1-4 号楼、
7-18 号楼， 建筑风格大同
小异， 成为一处建筑群体，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由亚
细亚火油公司投资建造，为
其外籍高级职员寓所。 建国
后为南京军区空军第三招
待所（巨鹰宾馆）。 如今，这
里改造成了鹿苑 889 等几
家酒楼，最常被食客所提及
的是席家花园餐厅。

巨鹿路 889 号住宅，带
有英国及毗连式花园洋房。
砖混结构，假三层，入口有
两处，居西侧、东北侧。1929
年建成使用， 每幢两单元，
分门进出，独用庭院。

南立面底层为券廊，二
层设大阳台，两侧作双坡三
角形山墙， 与四坡屋顶连接。 山墙
立面呈现木构架外露， 屋顶中间有
棚式老虎窗。 外墙二层以上拉毛水
泥贴面， 底层砖石砌筑。 木门窗带
有窗套，立面对称，屋顶上带有多支
烟囱。 西侧另设入口，架一小亭，用
古典柱式支撑，青石踏步，红砖砌护
栏， 有北欧建筑风格韵味， 外观小
巧、别致、典雅。

（选自《静安·时光回眸·仍在》）

� � � �静安寺街道辖区中藏龙卧虎，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心中有光，总是燃烧自己，照亮
他人、温暖他人、服务他人，将正能量在社区中传递。 本报将挖掘辖区内党员故事、红
色基因家庭、好人好事等社区人物故事，将这份温暖传递给读者。

带病坚持 8年 他是社区老人的专属美发师
□记者 廖荩薇

在静安寺街道海园居民区有这样一
位老人， 他常常背着自己的工具包，骑
着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小区的弄堂中。
出生于 1949 年的叶柏青，是住在华山
路 413 号的居民， 在社区老人们的眼
中，他还有另一个身份———社区里的美
发师。

2014 年，是张红芬担任海园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的第一年，她正在为社区中
老人们的理发难问题发愁。 海园居民区
内老年人较多，腿脚不便、没有电梯，让
出门理发成了一件麻烦事，有不少独居
老人找到张红芬，希望居委会能够解决
老人的这一需求。

那一年，患有心脏病准备手术的叶
柏青来到来到居委会咨询医疗补助，张
红芬在了解到叶柏青家中的困难后，为
他送去了春节帮困送温暖补贴，在叶柏
青的心里种下了温暖的种子，与居委会
的来往也逐渐加深。

在几次交谈中了解到，叶柏青退休
前就是一名理发师，在南京理发厅从事
了近 30 年的理发工作， 还是一名高级
技师。 原来，叶柏青与妻子插队落户回

到上海后，当时的生活十分拮据，为了能
够找到一份工作谋生，他开始学习理发
这门手艺，进入了当时在上海颇有名气
的南京理发厅。

了解到这一情况，在叶柏青身体好
转后，张红芬便提出了“为社区独居、孤
寡老人免费上门理发”的建议。 “当时
他的身体情况不是很好，家里也确实有
困难。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提出这个要
求，其实我的心里也很忐忑。 ”张红芬告
诉记者，没有想到叶柏青一口便答应了，
而且一剪就是 8 年。

叶柏青服务的第一户老人，正是住
在自家楼下的邻居———王伯伯和董阿
姨。 王伯伯特别爱干净， 其他的老人几

个月理一次发，王伯伯一个月就要修剪
一次，叶柏青上门理发的次数也更加频
繁。 由于住得近，常常老夫妻一个电话
打过来， 叶柏青便拿着工具下楼理发。
长此以往，以前不来往的邻居，也变得
亲近起来。

8 年来， 有理发需求的老人换了几
批， 叶柏青陆陆续续为 10 多位社区老
人长期提供上门理发服务。 从自己的楼
下邻居，到隔壁小区的老人，叶柏青的事
迹在社区内口口相传，老人们对他更是
赞不绝口：“叶师傅不仅服务到位，手艺
还好，剪出来的发型也很时髦！ ”问他要
手机号码的老人越来越多，都希望他能
常来。

其实，社区中的“雷锋”并不少见，
但能像叶柏青这样，自己身体不好、家庭
困难，还能坚持多年为人服务、无私奉献
的却不多见。 在 2014 年春节收到帮困
补贴后，第二年叶柏青便主动拒绝了继
续领取补贴， 他认为自己身体好些了，
就应该把这个名额让给社区里更加需要
帮助的人。 近期，由于身体原因，叶柏青
刚做完手术在家中休养，而面对社区老
人们的期待，他表示，只要自己身体允
许，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静静安安寺寺街街道道··历历史史瞬瞬间间]]
优秀历史建筑及景观人文

是上海宝贵的文化遗产， 历经
沧桑，承载厚重。 近年来，静安
寺街道高度重视优秀历史建筑
及景观人文的保护和利用，邀
请专业人士对社区各处走访探
寻，查找历史文献资料，收集珍
贵图片档案， 现场拍摄建筑实
景。从本期开始，本报将每期摘
选辖区内历史建筑进行连载，
向社会读者们展示静安寺街道
辖区内建筑与历来居民生活的
风采。

崔崔鹏鹏飞飞接接待待社社会会组组织织

叶叶柏柏青青为为老老人人理理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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