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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福社区还在沈河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筹建“福文
化”博物馆。本着“展品更加源于百姓，形式更加贴近生活，
服务更加面向居民”的宗旨，努力把博物馆建设成为“民俗
文化的展示基地、创作基地、福文化产品研发基地和居民爱
国、爱家的教育基地”。

根据这一定位，展厅共分为中国福文化传奇、多福社区
的变迁、福文化的传承、多福社区活动掠影、居民摄影展、年
画展等十大主题板块，共征集实物 3 大类、12 小类，共计 1000
余件，图片 2000 余张，最古老的至今已有 80 余年，全部展品
均来自社区居民。

在筹建过程中，居民们翻箱倒柜找出了最有时代气息的老
物件，社区居民舒国增捐献的锤布石是展品中年代最久远的，
已经有八十几年历史了。多福人希望用老物件对比现在和过
去的生活，让居民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生活的巨大变化，
让大家懂福、惜福，

多福社区还将汇福门、迎福墙、祈福石、聚福亭、福田广场、
千福榜等八大景观制作成了邮票，这种以社区文化景观为主题
发行的社区邮票在全国尚属首次。

社区居民看到自家院子里的景观上了邮票，惊讶得不得
了，“这不就是咱家窗口的千福榜吗？哎呀，都做成邮票
了！”不少居民都表示太有纪念意义了，“这回我们多福社区
可走出沈阳、走向全国了，邮票必须要整一套”，居民的自
豪感和集体荣誉油然而生。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文化建设，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增
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幸福感。为和谐社区创建工作立足
居民、发动居民、信任居民闯出了一条新路。”社区书记孟晓丹
介绍。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胡婷婷

建“福文化”博物馆
社区文化景观上了邮票

600人的中秋宴吃出家的味道
沈阳多福社区如何从“脏乱差”成为全国先进

30多年前，郭东辉第一次和母亲来到多福社区时，
那儿还是一片大菜地。母亲告诉他，单位分的房子就在
这儿；1989年，郭东辉和父母搬到多福社区，那时候的社
区基本没人管理，每家每户的垃圾随手就往门外扔，小区
环境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

如今，郭东辉已经76岁了，身为多福诗社的社长，他
的晚年生活充实而惬意。住了半辈子的多福社区也早已
旧貌换新颜。因为小区建设良好，先后获得了全国和谐
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全国学习型先进社区、辽宁省学习型
家庭示范社区等40余项荣誉。

“我在这儿生活了30多年，亲眼见证了多福社区的
发展，真的天翻地覆啊。”说起多福社区从建成到现在这
近40年的变化，郭东辉满是感慨。

一个没有垃圾桶的社区
开始发生巨变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郭东辉第一次听说多福社区。“我父母
在五金公司上班，他们单位分的房子是在多福社区。”郭东辉记
得，有一天母亲非常高兴地要带他去看新房子，结果到了多福社
区地段发现这儿还是一片大菜地。“那时候房子都没盖呢，这里
全是五三乡农民的大白菜地”，郭东辉回忆。

1989年，房子终于建好了，郭东辉一家人搬入新房。房子在
当时来说建得很不错，可是小区环境却不尽如人意。“那时候也
没有垃圾桶啊，大家的生活垃圾装在袋里随手就扔到外面了。”
郭东辉说，虽然也有保洁人员清理，但是居民多保洁少，小区环
境真是非常差。“小区里臭气熏天，垃圾都堆在路面上，走路都费
劲”，郭东辉回忆说。

2009年3月，沈河区委、区政府大力实施民生工程，从老百姓
最关心的事情入手，投入 800 余万元对多福小区进行全方位改
造。“首先就是硬件方面的改变，建设了下沉式的垃圾桶，保洁人
员也增加了，小区环境变得非常整洁。”郭东辉看着小区环境越
来越好，有感而发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多福人人人福多”，下
联是“顺心事事事心顺”，横批是“多福顺心”。后来这幅对联也
被悬挂在了小区“汇福门”前。

“迎福墙”上书写的“天下第一福”面积215平方米，为全国首
创。福田广场的花坛设计成四个“福”字，从每个角度看，都能看
到一个“福”字。“千福榜”由2010个家庭每家题写一个“福”字组
成。园区内路灯下面悬挂的旗标上分别写着“和谐致福”“文明
致福”等社区祈福规。“祈福石”则是特地从本溪选来的一块重达
10吨的巨石，正面用100个小篆字体镌刻了形态各异的“福”字，
背面刻着《福颂》。

通过这一系列的规划和完善，小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八成居民是菜农
从拒绝参与社区活动到争做志愿者

除了小区的硬件环境，多福社区居民思想上的变化也非常
明显。多福小区 80%居民是原五三乡的菜农，对社区建设态度
淡漠，以往召集居民大会非常困难。“最开始社区有什么活动，居
民参与的积极性都不高，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还要挨家挨户作动
员。但现在居民自发成立了志愿者队伍，成立了诗社，还有健身
队、广场舞队，都非常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多福社区书记孟晓丹
介绍。

“2009 年以前我是不参加社区活动的，那时候社区也没
啥活动。”2009 年改造以后，看到身边环境一点一滴的变化，
郭东辉就开始写诗。后来，街道领导建议成立多福诗社丰富
居民文化生活，郭东辉任多福诗社社长。“一开始就 4 个人，发
展到现在我们有 40 多位成员。”多福诗社成立后，每月坚持出
版多福诗刊，到现在 10 年出版了 80 多期。“诗刊就贴在我们
小区里，内容大都是我看到小区变化后的有感而发，非常贴
近我们的生活。”郭东辉解释。

退伍军人尚阳目前也是多福小区志愿者的骨干。“老年
活动室就是我们居民自己在管理，每天打扫干净，供我们自
己活动。”尚阳介绍。社区成立早期，小区里连个像样的活动
室都没有。“冬天大家就挤在墙根底下晒太阳，夏天又挪到树
荫下闲聊天。”小区改造以后，专门留出了一间房子作为活动
室，由居民自己管理。

尚阳作为退伍军人，还召集小区其他十多名退伍军人成
立退役军人梦之队。“我们就想发挥余热，为自己的社区做点
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们经常帮忙清理小区垃圾，帮助小区困
难居民等。

2015年初，多福社区成立了义务巡逻队，共有队员50余人，
平均年龄都在65岁以上。从周一到周五，大家自觉分为上下午
两个小队进行巡逻。作为社区的安全员、居民的调解员、政策的
宣传员和环境的维护员，巡逻志愿者们清理非法小招贴，劝阻张
贴广告人员，宣传便民利民政策，进行邻里矛盾调解，摸排社区
流动人口，劝阻不文明行为，维护院内治安环境。每次巡逻后，
大家都认真做好交接班记录，把未完成的工作叮嘱下一班去做。

多福社区举办丰收节。 多福社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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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福社区举办丰收节。 多福社区供图

“天女散花”、大吵大骂不见了
祈福规深入人心

多福社区在延续“特色福文化”的大背景下，积极探索“与
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幸福大院建设之路，形成了和美之家、和
睦单元、和气楼院、和谐社区的“四和”建设模式。

在打造“福”文化过程中，多福社区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创
编了“祈福规”，也就是福文化规则。即“关爱致福、孝悌致福、
慈善致福、勤劳致福、奉献致福、文明致福、健康致福、宽容致
福、环保致福、平安致福”，把福文化更具体化、形象化地与每个
人的行为联系起来，还制作成标语旗悬挂在小区主广场和灯杆
上，提示居民践行，规范行为，提升素质。

为了开展工作，社区在将其浓缩之后，落实成“祈福、增
福、惜福、创福、颂福”的“五福临门”活动，将每一项社区工
作内容渗入到“五福”中来，用这种居民容易接受的方式开展
社区工作。

过去居民乱扔垃圾、天女散花的现象非常普遍，现在许多
居民都能自觉维护小区的环境卫生，居民文明程度同时也得到
了提高。过去居民时常大吵大骂，邻里不和，对一些问题怨声
载道；现在人们相互之间谈话唠嗑语气平和，对有些事情暂时
解决不了也能给予理解，并帮助社区做协调工作。

关心社区事务的人多了，小区里管事的人多了，献计献
策的人多了，社区干部与居民的距离更近了。“过去小区脏
乱差，楼上楼下不认识，哪来的福？如今小区改造好了，活
动多了，像个大家庭了，我们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福呀！”
郭东辉笑着说。

一场600人参与的中秋盛宴
吃出了家的味道

每年中秋节都是多福社区居民最期待的，每家每户做好了
饭菜，拿到小区和邻居们分享。这是他们坚持多年的传统。福
路上热闹非凡：舞台上进行着歌舞、诗朗诵等精彩节目；台下的
桌上摆着各类可口的菜肴，社区居民齐聚一堂。一直到去年，
多福社区中秋百家宴活动已经进行了7年。

“去年的百家宴共有600余名居民参与，现场布置57桌，上
面摆满的都是居民们自己做的菜，中秋家宴已经成了我们多福
社区一个标志性的活动了。”社区书记孟晓丹介绍。

社区志愿者张文霞介绍，中秋节前两个月，她就在思考如
何做最适合大家品尝的菜品。宴会当天，她更是早晨 5点多就
开始做菜，就是为了给大家送上好吃的菜肴。

7 年来，从最初的 20 桌发展到近 60 桌，多福社区把“百家
宴”办成了“千家宴”，数千名群众参与其中，共同举杯畅饮欢庆
佳节，开创了全国之最。一人一道菜，尝遍了多福千家的幸福
味；邻里围一桌，围住了中秋佳节的团圆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