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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
腊八，既是一年的总结，又是过年的前奏，年的味道从腊八开始，越酿越浓。1月19日，徐汇区文明办与公益

机构巴学园合作的“ 暖心行动———用爱温暖你的回家路”在上海南站第一售票处拉开序幕。一碗香味四溢的腊
八粥，一杯温暖心脾的姜汤水，一份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关怀，让手握回程票，即将要踏上归途的旅客们切切
实实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温暖。

本报记者 朱迪 范彦萍

为回乡旅客送热粥 暖胃更暖心

400名志愿者为回乡旅客送热粥
1月19日，清晨上海的温度接近

零度，上海火车站南广场上也是寒
风阵阵，来往的旅客们都缩起了脖
子，用口罩、帽子、围巾“ 全副武
装”。为了让这些在焦急盼望中能早
日回家的旅客们感受到温暖，在公
益机构巴学园的感召下，社会各界
400余名志愿者将在1月19日至2月8
日期间在上海南站为回乡的旅客们
献上爱心，包括姜汤、围巾、亲情电
话等，气温再低，也带不走人们心中
的暖意。

“ 暖心又暖胃！小兄弟，给你喝
碗腊八粥。”当将近100名志愿者，将
热腾腾的腊八粥、姜汤送到旅客的
手中时，起先有些旅客对于志愿者

的行为有些抵触心理，“ 大概是没人
知道这是免费的腊八粥吧，呵呵，我
多介绍几次就好了。”

就这样，在志愿者队伍中，上至
白发苍苍的老年志愿者，下至为了
本次公益活动而推迟回家的大学生
志愿者，在他们一次又一次不厌其
烦的介绍、吆喝下，有些旅客主动讨
要起了腊八粥。天气寒冷，又赶上清
早等候火车，每一名手捧腊八粥的
旅客都心怀感激对着志愿者不停地
道着“ 谢谢！”

“ 虽然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腊
八粥也不稀奇，但给回乡心切的旅
客们送上腊八粥却有着更深的意
义，他们捧在手心的不仅是碗热乎
的腊八粥，更是一份好心情，一份温
暖的祝福。”徐汇区区委文明办主任

朱龙霞说道。

自己没买到票却来帮农民工买
年轻小伙张先生一个人坐在第

一售票大厅内的靠背椅上，手中正
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 味道
不错，正好驱驱寒。”他告诉记者，他
来自广西玉林，自从3年前离开老家
打工至今也没有回家过过年三十，

“ 今年终于买到火车票回家了，心里
甭提有多开心了。”

想着能回家看到日思夜念的妈
妈爸爸时，小伙子脸上露出了大男
孩般的笑容。热气腾腾的腊八粥，凉
意十足的空气中都弥漫着它的香
味，小伙子“ 咕嘟嘟”大口大口地喝
了起来。

另一边，白领张英利在指导一

个农民工朋友用自动售票机买票。
这次，他自己也没买到春节前回家
的坐票，但他乐观地说，“ 既然没坐
票，站票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倒不
如来帮帮比我更困难的人。”老家在
福建的小张是个85后，毕业后就到
了上海，很能理解春运买票回家的
苦处。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他一直
坚守在岗位上，默默地为别人服务。

记者联系到仇志鑫时，他十分
动容地说，“ 直到晚上9点，很多志愿
者仍还在岗位上。近20台售票机，从
上午9点半到晚上9点没有缺过岗。
志愿者一站就是几小时，不肯离开，
太感人了。很多都是大学生和上了
年纪的阿姨叔叔。志愿者的付出加
快了购票的速度，减少了排队的时
间。今天至少帮助了数千人。”

本报讯 记者 陈诗松 马上就
要放寒假了，怎么安排孩子在家的
生活又成了家长的一件闹心事。记
者采访了解到，不少公益组织针对
社区青少年、贫困家庭孩子、外来务
工子女不同的群体都开设了冬日的
公益寒托班。以往只负责督促学生
完成寒假作业，进行课业知识辅导
的寒托班早已out了，今年的这些公
益寒托班不仅充满互动的实践活
动，还处处充满“ 年味”，俘获了不
少孩子的童心。

“ 祝侬新年好”
学几段上海话来拜年

“ 祝侬新年好！”、“ 年夜饭好吃
伐？”⋯⋯新年还没到，一群外来务
工者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兴奋地学习
用上海话拜年了。“ 我们有一个‘ 吴
侬软语’的项目，相当于是一个特殊

的公益寒托班吧。”上海市阳光社区
青少年事务中心虹口站的吴文斌告
诉记者，与其说是托班，不如说是寒
假里一个好玩的活动项目。

记者了解到，“ 吴侬软语”是上
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一
项来沪青少年沪语增能计划，走进
来沪青少年、中专职校生等不同的
群体，通过上海话学习帮助孩子们
更加融入这座城市。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几句上
海话的学习已经是“ 小菜一碟”了。

“ 这个项目我们从去年4月份就开始
开展了，在寒假里即将临近尾声。经
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有的孩子不但
能够听得懂上海话，还能用沪语进
行简单的日常会话了。”

阿姨、娘舅用上海话怎么称呼，
桌椅、教室的量词用上海话怎么说
⋯⋯“ 除了一般的会话学习，我们还

特别安排了有主题的上海话小组工
作，给孩子们分组后，设定一些主题
和游戏，全程都要用上海话讨论和进
行，通过这样的小环节，孩子们的进
步很显著，假期也过得更有收获。”

红包变灯笼
变废为宝学过春节

怎样过年还需要学习？“ 无论是
社区里的小朋友，还是外来务工者
子女，对中国过年习俗的了解越来
越淡化了。”上海睿新社区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针对困
难家庭小学生开设的公益寒托班的
最大特色，就是设计了让孩子与传
统节日亲密接触的互动活动。

“ 不是单向地坐在底下听听春
节的来历、元宵的来历就可以了，我
们会让每个孩子都上来说说自己家
是怎么过春节的，给孩子们充分交

流和互动的机会。”今年的传统节日
实践活动里，社工们精心设计了林
林总总的动手互动环节。

写春联、贴福字、包饺子、搓汤
圆⋯⋯每一天的公益寒托班里，都
有不同的动手环节，睿新的社工告
诉记者，在孩子们掌握这些基础级
的“ 过年大事”上，还设计了升级
版，增设了剪窗花、做灯笼、做年画
等难度更大的内容。既是动手动脑，
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浸入。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活动以
外，睿新的社工们还特别设立了一
个“ 变废为宝”过春节的环节。让孩
子们开动脑筋，充分利用身边可二
次利用的材料进行“ 再生”。例如用
红包做成红灯笼、用筷子搭出一个
特别的相框、用废旧演算纸做出好
玩的花瓣糖盒等等，就看小朋友到
时候如何发挥创造力啦。

课业辅导早已OUT 今年公益寒托班充满“ 年味”

志愿者为赶路的回乡人送上腊八粥与姜汤。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基金会关爱儿童
培养反暴力意识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温岭幼师
虐童事件、太原女童被扇50耳光、5名
儿童闷死垃圾桶⋯⋯连日来，各地陆
续曝出的虐童事件，引发各方的关
注。为此，由上海盛立公益基金会主
办的“ live 玻璃心”关爱儿童心灵成
长公益活动日前举行，邀请到了上海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参观展馆与
参与互动游戏，在活动中提升孩子对
暴力问题的处理能力。

记者了解到，此次公益活动针对
如何“ 防虐”，设置了一系列问题。

“ 明明不是孩子做错了事情，老师或
者家长偏要冤枉孩子，该怎么办？”
正确答案是：不要认为说不过大人就
算了，一定要告诉爸妈事实情况。此
次活动不仅仅是开拓孩子们的视野，
更是通过互动的游戏环节在愉悦与
快乐的氛围下增强孩子们对待暴力
问题的处理能力，树立孩子们对此类
事件的正确认识。

在活动中，心理专家指出，必须
要让孩子从小提高反暴力意识。此
外，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
人参与到儿童保护的队伍中来，加入
公益队伍一起倡导与推进儿童保护
的实施。此外，在我国，《 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虽然在1991
年已经通过，其中明确禁止对未成年
人实施暴力、虐待、遗弃等行为，但缺
乏相应的处罚来保障法案的执行，为
此专家呼吁，相关部门尽快推进处罚
措施的出台。

公益机构发布调研报告
9成爸妈因认知局限
放任孩子吃零食

本 报 讯 实 习 生 唐 敏 记 者
陈诗松 日前，iearth—爱地球环保机
构发布了国内首个针对儿童进行的、
有关食品添加剂摄入状况的调研报
告———《 中国9城市儿童食品添加剂
摄入情况调查报告》。报告称，在儿
童经常食用的薯片、奶茶等九种零食
中，含有多种对儿童发育不利的添加
剂。然而，由于认知局限，92%的家长
并不反对孩子食用零食。

“ 小朋友们喝的果汁饮料里面
真的有果汁吗？”发布会上，iearth—
爱地球食品安全顾问刘敬奇通过一
个用色素、甜味剂调配饮料的实验，
揭开了果汁饮料的奥秘。一些家长在
看了实验后，表示“ 再也不敢让孩子
喝那么多饮料了。”

“ 谷氨酸钠、阿斯巴甜等，长期大
量食用含有这些添加剂的零食，会对尚
未发育健全的儿童产生潜在危害。”南
昌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彭珊珊
神情凝重地说，“ 由于家长缺少对食
品添加剂危害性的认知，导致92%的
家长不反对孩子食用零食。”

对此，iearth发起人樊娟女士表
示，“ 今后将持续开展该项目，向更
多家长和儿童普及食品添加剂知识，
让家长和孩子拥有健康的饮食习惯，
远离过量摄入食品添加剂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