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年间，她带领的排舞队屡获殊荣；16年间，天平居民区

的街头巷尾她洒下了无数的汗水……这位文“舞”双全的“天

平人”名叫陈清娣，从纺织系统转岗社区后，她精彩的人生就

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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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舞”双全的她，把街坊邻居当成“自家人”
!

文/田 萍 图/资料天平志愿者陈清娣印象

从纺织女工到居委干部

在陈清娣 47岁那年，职业生涯出现

了岔路———她离开了三枪集团，应聘到

天平街道天平居委会工作。一开始主要

负责文教、卫生工作，从 2010年起担任

居民区党总支宣传委员，后又转而负责

治保、调解工作。居委干部的工作给已

届“知天命”之年的陈清娣带来了许多新

挑战，她常说：“我没想到社区工作和单

位里的工作截然不同，单位中只要管好

质量、完成任务就可以了；而在社区中，

居民都有不同的性格，需要学习不同的

沟通策略。”

有一次，天平路某弄的一户人家为

了房子的归属问题争执不休，陈清娣与

居委工作人员三次组织协商，居中调

和。在她“只有各退一步，你们才能获得

清静”的苦心劝导下，事件最终得到圆满

解决。“作为居委干部，应该以笑脸对居

民，不管老少，热忱以待，尽力帮助他们

解决问题。把他们当‘自家人’，才能把

事情‘搞定’；相反，如果高高在上，有居

民上门求助时只回一句‘这不是我们的

职责范围’，那是做不好社区工作的。”

陈清娣以真心换真心，故而受到居民的

信任，在三年一次的居委会改选中总以

高票当选。

从组建“晚霞”到管理“飞扬”

天平街道晚霞排舞队是活跃于天平

社区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团队代表街道

参加区、市级比赛，屡获佳绩，2021年还

被评为“徐汇区三星级健身团队”。这支

在天平街道小有名气的队伍，正是陈清

娣一手组建的。

“本来，我这两条腿就像两根木头一

样，完全不会跳舞。”陈清娣笑道。但她

认为，身为居委的文教干部，组建文体团

队是她的职责所在：“我自己不带头，怎

么能带动其他人参与呢？”于是她自费

学习舞蹈，学成之后在社区召集对舞蹈

感兴趣、年龄相仿的“姊妹”们组建了晚

霞排舞队，每天早上在上海交通大学徐

汇校区进行“早锻炼”。2012年，交大的

外籍教师荣黛佳女士也被在此锻炼的

排舞队吸引而加入，“美国大妈和中国大

妈一起跳广场舞”的故事一时间传为佳

话。当年，晚霞排舞队代表天平街道参

加市级排舞比赛，一鸣惊人，取得了一

等奖的佳绩。

2015年，陈清娣被调往天平街道社

区文化中心工作，并担任天平街道体育

指导站站长，与此同时，她开始管理天

平街道轻舞飞扬排舞队。兼顾“晚霞”和

“轻舞飞扬”两支队伍，陈清娣游刃有余、

乐在其中：“同时带领两支团队也有好

处，便于协调时间，调配人员参与比

赛。”在她的带领下，轻舞飞扬团队被评

为“徐汇区五星级健身团队”。

陈清娣在轻舞飞扬的排舞过程中，

继续发挥着她“精益求精”的精神。排演

团队作品《群舞“上海谣”》时，陈清娣与

队员一如既往地与编舞老师积极交流想

法，增添、打磨“咖啡厅”的片段，长期合

作的编舞老师叹服于大家的认真劲，开

玩笑说：“我的脑细胞都要‘死’光啦！”

最终，这支舞蹈荣获 2020—2021年徐汇

区群文创作节目展评展演（舞蹈）专场

“优秀新作”奖。

从关注消防到支援抗疫

从居委会退休后，社区的平安和稳

定依旧是陈清娣“放不下的牵挂”。她长

期担任辖区内的平安志愿者、消防志愿

者，巡视社区情况，排查安全隐患。有一

次，小区内有居民出门未关火，住在顶层

的陈清娣敏锐地察觉到气味异常，奔下

楼去及时处置，消除了火灾隐患。“对我

们这种老式房屋而言，安全尤为重要，一

旦着火，后果不堪设想。”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初，陈清娣

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居委干部对她的加

入感到万分高兴，但同时又担心她能否

扛得住，因她的爱人当时身体欠佳，陈清

娣时常奔波于家和医院之间。陈清娣对

此坚定地表示：“我 1999年就入党了，本

次疫情凶猛，居委又因春节假期人手不

足，我当然应该站出来！”她还拿出“非

典”时期的照片和剪报，以证明自己“防

疫经验丰富”———原来，2003年抗击“非

典”期间，陈清娣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纺

织工人，《劳动报》曾这样报道：“三枪集

团的陈清娣，在我们最需要口罩的时候

坚守在缝纫机前，通过电视机镜头我们

记住了她……”

本轮疫情期间，陈清娣也第一时间

报名成为志愿者，负责分发物资、协助核

酸检测等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要多

为他人着想。”陈清娣时时关心着邻里

的状况。租住在隔壁和楼下的年轻人饭

量大，食物很快“捉襟见肘”，陈清娣得知

情况后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从方舱痊愈

返回的阳性感染者家中缺少油和卫生

纸，陈清娣获悉后马上拿出了自己家中

的“库存”，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从企业返回社区 16年，每当社区工

作需要人手，陈清娣总能“不请自到”。

她多次协助居委会开展人口普查、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等工作。同行的年轻社工

感慨道：“有陈老师在，总能特别顺利地

敲开居民的家门。”对此，陈清娣透露

“并无诀窍”：“把街坊邻居当成‘自家

人’，用心回应每一个人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