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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区 民 族 风

壮族同胞韦国莉：

把梦想种子播撒在深圳
深圳侨报记者 谢青芸 通讯员 胡海平 文/图

20岁出头的韦国莉是一名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姑娘，大学毕业第一站
便选择了深圳，把梦想的种子播撒在龙华区广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从小热
爱自然的她说：“这里环境干净整洁，还有纯净的蓝天白云，友好善良的深圳
人，让我不自觉把深圳当成我的第二个家。”

韦国莉是广西壮族人，说起壮族
民族特色，她信手拈来。韦国莉介
绍，壮族的民族特色有山歌、绣球、铜
鼓、五色糯米饭等，盛大节日有农历三
月三等，每逢三月三壮族男女老少身
穿壮族服饰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庆祝，
也是为了纪念善良美丽的刘三姐。

壮族的饮食习惯深刻地影响着
韦国莉的味蕾。韦国莉介绍，壮族的
饮食文化别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有
五色糯米饭、大肉粽、壮家血肠、麻

蛋、螺蛳粉等。韦国莉最爱的是五色
糯米饭。“每次做好五色糯米饭，在老
家的妈妈就会主动来电话，引得我一
直流口水。”

当朋友知道韦国莉来自广西壮
乡，问起民族风情特色时，韦国莉总
会热情地介绍。当她想家的时候，就
会去周边寻觅家乡美食。“不过深圳
很难吃到五色糯米饭，螺蛳粉倒是可
以。”对于韦国莉来说，吃上一碗螺蛳
粉，便可缓解乡愁。

由于所学专业是应用心理学，相
比家乡，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更容易
找到工作。2019年6月，刚毕业的她
来到龙华，在这里成功面试了她的第
一份工作，并成为了一名社工。韦国
莉说，“每次做活动，看到众多来自五
湖四海的居民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我
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大团结大融
合氛围，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作为一名社工，需要与不同的人
打交道，对内向腼腆的韦国莉来说是
个考验，幸运的是这里的居民用友善
鼓励着她。韦国莉讲述，刚开始做妇
女儿童工作，主要处理社区居民家庭
关系。一次活动，由于心里紧张，工
作开展不是很顺利，她为此深感挫败
和难过。活动结束后，一位家长特地
过来安慰并鼓励她，让她感动得眼泪
都流了出来。此后，她更坚定，“在服
务过程中，不仅要用心服务居民，还

要提高自身服务能力。”
勤奋刻苦，让韦国莉快速成长。

写记录、策划活动，从一开始的无从
下笔，产生畏难情绪，到主动去挖掘
需要寻求帮助的居民，完成社工个
案指标数的挑战，韦国莉在摸索中
进步。在韦国莉看来，社工工作最
大特点是助人并且自助，通过帮助
别人激发潜能，自己也获得成长。
这段时间以来，她感受到自己各方
面的提升，包括胆量、学习应变能力
等。“社工工作有理可寻，有技巧和方
法，慢慢摸索总结，对自己有很大提
升。”她说。

如今，韦国莉越加理解社工工作
的意义和价值。在她看来，社工在服
务居民过程中将同理、倾听、真诚、无
条件接纳等专业素养不断内化，这对
社工个体、家庭、社会有促进与发展
的作用。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作为一线社工的韦国莉勇于
承担工作职责。去年2月初，社区防
控工作拉响一级警报，工作站发布紧
急通知，招募人手驻守一线防疫测温
工作。韦国莉所在的广培社区是一
个外来人口密集的城中村，社区人流
量大，交通便利，路口数量众多，面对
人手缺乏的困境，秉承服务为民社工
职责的韦国莉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

“我可以先上！”
据介绍，韦国莉从2020年2月初

到月底驻点执勤测温累计4500余人
次，引导居民“i深圳”自主申报信息
56 人次，探访慰问居家隔离人员 6
户，社区特殊人群每周电访服务人次
累计 85人次，协助开展义剪活动服
务人次113人，社区慰问特殊困难人

群5人次，采取每周电访形式积极关
爱社区高龄独居老人，累计 117 人
次。其间，她还主动为社区出行不便
的一位独居老人送口罩等防疫物资，
发现老人降压药已吃完，她主动联系
社康去购买降压药送上门。

韦国莉持续两个月参与一线防
控工作，母亲难免担心她的健康。不
过她说：“我每天都会看新闻，关注疫
情实况，相信国家有抗击疫情的能力
和担当，而且自己防护措施也很到
位，所以不是特别担心。”而她也每天
向家里打电话，让家人放心。

来深时间不长，韦国莉却深深地
喜欢这里，也渴望在这里扎根。“深圳
很有活力，很像我刚出来的状态：活
力十足、朝气蓬勃，希望自己和深圳
共同成长、进步。”她说。

韦国莉（右二）与同事探访社区居民。

韦国莉执勤。

韦国莉（右）为独居老人送药上门。

吃上一碗螺蛳粉 便可缓解乡愁

既可服务居民 又能提升自己能力

参与疫情防控“我可以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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