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研究中心项
目主任刘婷婷表示， 中心在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活力社区资金的支持下， 承接
了广州市首届公益创投重点项目， 广州
市城中村外来工幸福活力社区建设项
目，选点白云区三元里街道松柏岗新村。

据调查 ， 松柏岗新村总人口共约
1.55 万，外来工人数共约 1.1 万，居住在
三元里社区的外来工，其中 60%以上的
孩子留守农村，每年暑假期间近千名留
守孩子来到松柏岗社区，家长忙于生计
无法照顾孩子。 社区大学专门腾出所有
教室，开设暑期留守孩子成长班 ，针对
不同年龄段留守孩子的生理和心理问
题，分别为它们量身定制课程，所有的
课程都是参与互动式教学，通过游戏来
培养留守孩子的自信心，引导孩子积极
面对人生。

与此同时，开设外来工亲子早教班
开启流动儿童潜能 ， 转变家长育儿理
念，社区大学引进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活力社区的亲子早教课程，以家庭工作
坊的形式，帮助家长提高育儿知识和技
能，亲子早教班的授课老师都由打工妈
妈担任，并通过这一公益项目为打工妈
妈提供就业发展机会。

此外 ，还开设外来工写作班 “写出
你的故事，让世界倾听”。 写作班的导师
给外来工讲述写作技巧和知识，鼓励大
家开笔讲述自己的故事，帮助外来工回
忆和分享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创业故事。
培养班结束后，社区大学把外来工的文
章集结成册， 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作品，
也让社会看到外来工的艰辛、坚守和坚
持以及他们的贡献，改变社会对外来工
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社区大学：为留守儿童量身定制课程

■本报见习记者 蓝娟

外来工如何转“新市民”

来自绿石头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的
邹佳俊分享了 “打工妈妈互助中心”的
故事，让不少在场人士为之动容。

来自湖南的外来工妈妈邹佳俊，家
住广州市番禺区石岗东村，她小时候是
一个留守儿童。 2013 年，她的女儿上小
学，她和十多个打工妈妈一起 ，成立了
“打工妈妈互助中心”。 在爱心人士的资

助下，一栋不起眼的城中村小楼成了外
来工子女的乐园。 妈妈们通过做义工的
方式，轮流托管照顾孩子们。

亲子阅读 、 性教育课堂 、 夏令营
……丰富的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孩
子，托管的孩子从最初的十几个 ，增加
至如今的每天 15 个至 30 个； 活动场所
从 80 多平方米，增至 100 多平方米……

广州高校学者探索“落脚社区”
12 月 5 日，“落脚社区”枢纽型实

验项目研讨会暨广天社区服务与研究
中心挂牌仪式在中山大学梁銶琚堂举
行。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来穗人员服
务管理局、广州市总工会、广东省社工
师联合会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出席挂牌
仪式。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
授万向东介绍了“落脚社区”枢纽型实验
项目的基本理念和计划。“落脚城市”
（Arrival City）与“落脚社区”（Arrival
Community）是全球性广泛影响的理念，
是指工业化以来，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
首先会聚居在城市边缘的某个区域，这
样的聚居区在移民的迁徙、定居以及缓
慢向上流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万向东表示，中国的城中村也就是外来
农民工的“落脚社区”，这是他们的聚居
之地、生存之地、求职之地。

“落脚社区”拟将以流动儿童服务实
施项目，保证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尽量提
升其受教育的质量，以及提出互助银行
与积分平台实施项目，为新广州人提供
生计支持，重建社区信任、互助的社会关
系和支持网络，提升其城市生活质量等。

研讨会上，来自广州及周边的近 10
个流动人口社区服务机构分享自己的工
作经验和思考。与会专家表示，研讨会的
举行，不但为众多外来工服务机构提供
一个相互沟通、交流经验的平台，更重要
在于探索一种可推广复制的社区共融模
式，为解决城市二元结构问题提供经验
和理论支持。

据悉，广州市广天社区服务与研究
中心是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省社
科院等单位的教授成立的公益机构，专
注外来流动人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等
方面的服务与研究。

广州市总工会生活保障部部长钟志
强表示，社会学等与工会工作息息相关，
广州市工会异地务工人员活动中心凤阳
站，是为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创新社会
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延伸工会为异地务
工人员服务的工作阵地，更好地关注和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工作生活而搭建的服
务平台。

目前，凤阳街道共计约 27 万人
口，本地人口 4.7 万人，流动人口约 22

万，凤阳站通过幸福平安联谊会的自
发社会组织有效处理矛盾纠纷，通过
定期提供免费的场地和服务丰富外来
务工人员的业余生活，根据职工的不
同需求开展多样化服务等独特的工作
方式方法，深受外来务工人员的欢迎，
有效地发挥了工会在服务外来务工人
员、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作用，切
实提高了工会在职工群体中的影响
力。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孙中伟提出，“F-MBA”于 2015 年
10 月底在上海启动，旨在以公益方式向
未受过高等教育但具有意愿学习的青年
提供企业管理类课程，项目不收学费、形
式 自 由 、 内 容 开 放 ， 故 被 称 为

“Free-MBA”（即“F-MBA”）。
他表示，在现有的劳资关系中，经济

环境不可忽视，培养农民工企业管理素
养，提升就业能力，发掘和培育农民工商
业领袖，帮助农民工实现创业梦，从而提
升中国企业管理水平，推动中国产业转
型升级，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资矛盾。
农民工作为正规教育竞争中的失败者，
非正规教育为农民工提升生活和工作能
力提供重要的机会和补充，但是在城市
非正规教育和培训中，农民工也通常被
排斥在外。当前已经开展的农民工培训
项目主要是技能培训，主要针对具体的
一线操作或者生产，几乎没有企业管理
类培训项目。调查表明，30%的农民工都
希望学习管理知识，但商学院管理课程
学费高昂。

孙中伟指出，农民工管理能力缺失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知识方面，企
业管理知识和社会发展知识缺乏；二、技
能方面，沟通协调技能和策划文字技能
不足；三、态度方面，学习意愿明显不强，
职业态度非常消极。

孙中伟称，F-MBA 的教学主要设置
四项：一、管理素养，如企业管理理论、人
力资源管理、公司财务、劳动法、公司法；
二、概念思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企业
与组织理论；三、职业规划，职业生涯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职业生涯辅导，优秀
外来工案例分享；四、社会资本，通过班
级建设培育伙伴关系。考核认定，讲授课
程全部结束后，将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获得结业证书的学员必须参加不低于总
课时 80%的课程；按照规定参加课外活
动，完成课程作业；学习期间没有违纪或
者作弊行为。通过职业发展调查和项目
改进反馈进行效果评估，每隔半年对学
员的管理知识、管理能力、职业态度、职
业发展状况进行回访调查，以及通过学
员反馈不断改进课程设置项目流程。

故事分享———

“F-MBA”：农民工企业管理公益培训探索

凤阳站：异地务工人员工作生活的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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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脚社
区 ” 枢纽型
实验项目研
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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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小楼变身外来工子女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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