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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东风满目来，喜看稻菽千重浪。
1978年，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响彻大地，启幕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40载风雨

兼程，我们凝聚成一股股勇往直前的中国力量，一个个中国奇迹拔地而起。40年硕果累累，
我们书写着一个个春天的故事，随着时局脉动一起奔流向前的，还有每一位亲历者的光荣
和梦想。40年时代变迁，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城市青岛一隅的西镇，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自本期起，本报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西镇脉动”，透过身边人的视角，为
您讲述发生在青岛老城区里的蝶变故事。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曹现梅

居委会，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个上
能传政务声音，下能解百家纠纷的地
儿。随着 40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日
日新”的变化，这个最充满市井烟火
气和人情味儿的地方也在发生着改
变：从拎着红绸包走街串巷，到千余
平方米的办公服务大厅；从三个居委
会“大妈”搭台，到清一色年轻人亮
相；从难收的治安费、卫生费，到揣着
110万元为民服务资金的工作站……
与时代一起成长的，还有居委会的光
荣和梦想。

走街串巷盼来一间房

戴上小红帽，当上楼院里的自防队
员；做起志愿者，自愿“扛起”文明的大
旗；领着锣鼓队，敲出西镇的风采……自
打2014年从居委会退休后，如今60岁的
杨文菊不仅没有闲下来，反而退位不退
岗，越过越精彩。
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正

值而立之年的杨文菊是青岛汽车修配厂
的一名骨干。然而一场意外改变了她的
人生足迹。因为工伤，她只能休养在家。
得知她的情况后，熟悉的片警动员她到
居委会工作。“那时候的居委会，基本都
是退休了的大妈，我心里起初不情愿。”
杨文菊心想闲着也是闲着，干干再说。就
这样，1993年，35岁的她拎着一个红尼
龙绸包走街串巷上任了，成了观城路居
委会的主任，也是当时市南区最年轻的
居委会主任。
“那会儿还不叫社区，就叫居委
会。一个居委会配三个人，一个正主
任，两个副主任。”身为正主任的杨文
菊负责主抓计划生育工作，一个副主
任负责卫生、绿化等工作，另一个则处
理综合事务。
“我们当时哪有什么办公室，就是走
街串巷，哪里有事儿，哪里就有我们。”杨
文菊回忆说，每天早上8点上班，她就开
始在路上转悠了，从东走到西，从路上走
到院里。遇上需要三个人开会讨论的时
候，杨文菊的家就成了她们临时的办公
室。
“1999年，我们终于盼来了一间房，
虽然不足15平方米，但总算有个方便办
事的地儿。”杨文菊说，这第一间办公室
位于观城路104号，是个半地下室。随
后，2000年初，观城路居委会与东平路
居委会合并，搬到了广州路35号的一处
临时房。“这下有了两间房，一间用来办
公，另一间放杂物。”2008年，居委会办
公条件有了改善，由两间房扩大到四间
房，并开始配备会议室和小型图书室。
2011年，合并为寿张路社区居委会，并
搬到了朝城路49号乙的一栋4层楼房，
办公面积足足有1200平方米，不仅有书
目丰富的图书室、宽敞的舞蹈室，还有各
种休闲室。

90后小嫚儿登上舞台

春天，种子会被播种到土地里，而在
西镇这方热土上，代替禾苗成长起来的
却是一代又一代居委会人的梦想。
在上世纪90年初，刚上任的杨文菊

有一个习惯，出门必拎着一个红绸包，里
面装着可以开证明的信纸、工作类的文
件，还有一个圆圆的居委会大红章。“章
上刻的是观城路居委会公章，开了证明

就盖上一个。那时候，生孩子居委会要开
证明，邮局来了包裹，地址对不上也要给
开证明，碰上名字与身份证上不一致的
字来开证明的，更是稀松平常的事儿。”
再加上要帮着调解邻里百家的矛盾，居
委会给大家的印象都是大妈干的事儿。
“我记得，当时有人上我家来找我，我对
象开门，人家就喊，我来找你家大娘（杨
文菊的婆婆）帮点忙。”
回到1997年，汶上路居委会的刘锡

兰就是大家口中的“居委会大妈”。退休

后的刘锡兰并没有闲在家里，而是当起
了居委会的副主任。在厂里就是模范的
她将劲头儿一股脑儿全带到了居委会，
领着大家一起打扫卫生、美化环境，亲历
着办公用房一点点建起来。
在她的引导下，儿媳蓝翠娟也成了

居委会的一员，如今蓝翠娟更是云南路
社区居委会的“当家人”。“我是2001年
来的居委会，那会儿才33岁。”作为当时
居委会的年轻人，蓝翠娟自告奋勇地承
担起了各项新业务的学习和办理。“我来
了没多久就开始有电脑了，没有网线，主
要就是打字和一些系统操作。那会儿派
我去学的，所以我电脑操作还不错。”后
来，随着业务的增加，居委会又增加了廉
租补贴等房屋方面的业务，蓝翠娟又属
于较早接触的一批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第一批社区助

理的加入，使得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成
了居委会的中坚力量。随着居委会承担
的业务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专业化，
2009年，市南区招收了第一批大学生社
工，随之第二批、第三批，越来越多的80
后、90后登上居委会舞台。
90后的郝君宜就是其中一员。自从

社区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她当仁不让地
当起了小编。推文止“谣言”、传达最新惠
民政策、教居民玩转手机，在社区的支持
下，不仅郝君宜越做越有热情，就连居民
微信也越玩越溜。

从收费难到揣经费办事

如果说岁月长河中的每一朵浪花，
都在以自己的姿态记录着历史奔流向前
的足迹。那么居委会难收的治安费、卫生
费便是特殊的时代印记。在杨文菊的记忆
里，居委会还有一项任务，那便是每月要
向居民收取治安费、卫生费。“治安费是每
户每月两块钱，是要交给门口治安亭的治
安人员；卫生费开始每户每月7.5毛，后来
也涨到了两块，这是要交给综合治理科
的。”然而，因为当时年代普遍工资并不
高，这些费用也就成了难收的费用。
“别说这些，就连电费、水费收起来
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因为经常需要调解
因为水费分配不均引发的矛盾，杨文菊
还练就了看水表算账的本事。“我只要一
看水表，基本没算不清的账。”
随着时代的发展，难收的治安费取

消了，卫生费则统一为垃圾处理费，由专
门单位负责。
时光流逝，2000年初，居委会经历

了一些变革，原先的家委会并入居委会，
同时，也有了社区的称呼。2013年，为了
更好地服务居民，居委会有了20万元的
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专门用于打
造党员活动阵地和服务群众。2017年下
半年，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云南路街道
进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职能、人力、财
力下沉到4个社区工作站，每个工作站
有110万元经费可用于优化党建工作、
服务民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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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
观城路居委
会 。（资料图
片）

▲ 以前没
有宽敞地儿，
居委会组织
大家在楼院
里学习 。（资
料图片）

如今在云南路社区，党员们还可以收看重要会议的直播。

居委会的光荣和梦想
从无地办公到千平米办公服务大厅，一起来听云南路街道居委会的变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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