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后推手

》青春闪亮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唐昱霄 新学
期刚开学，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的大
队辅导员胡老师就收到了一份特别
的“ 惊喜”，“ 我完全没想到，从刚收
上来的学生寒假社区服务表中，有些
孩子小小年纪就对像PM2.5、垃圾分
类这样的社会热点话题提出了观点，
并表达了自己想出来的解决措施。”

近日，胡老师在自己的微博上贴
出了一组学生寒假社会服务表的照
片。在照片上可以看到，这张表格上
要填写四大块内容：我发现的问题

（ 现象）、我认为它的危害（ 影响）、
我的解决措施以及我的收获。

其中，两位今年只有10岁的小朋
友孙逸青和徐亦扬所填写的表格格
外引人注目。孙逸青小朋友用幼稚却
又认真的笔记在“ 我发现的问题”一
栏里写道：“ 垃圾箱有黄绿两种颜色，
要求垃圾分类放置，黄色的垃圾箱应
放置无机垃圾，绿色的垃圾箱应放置
有机垃圾。可是，居民们都没有分类
放置。”对于这一问题的危害，孙逸青

想出了解决措施：“ 在垃圾箱的外部
贴上纸条，举例说明垃圾分类。”

另一位徐亦扬小朋友在其有关
PM2.5的“ 小论文”里则写的更加清
晰明了，“ 许多人在小区内燃放烟花
炮竹，烟雾造成PM2.5升高，我的解
决措施是在告示牌中写，尽量不要燃
放烟花爆竹。”

“ 孩子们的反馈和我们想象的
不一样。现在，即便是小学生，获取信
息的渠道也很多，我们做老师的有时
候也跟不上他们的想法咯！”在收到
孩子们这么多的“ 真知灼见”之后，
胡老师也自嘲起来。不过，她也表示，

“ 我们学校今年对学生假期社会服
务的模式进行了创新，这也进一步激
发了孩子们的灵感。过去，社区服务
无非是打扫卫生，出出黑板报，最后
敲个章，孩子们能做的事情不多，甚
至有人托关系直接敲个章就完事了。
所以，学校今年取消了敲章制度，让
孩子们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谈
谈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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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叹】
家乡翻天巨变

对照片的拍摄者、从小在江苏
宜兴竹林间长大的交大机械与动力
工程学院羊茜同学而言，这样的

“ 人间仙境” 已然是再熟悉不过的
风景。“ 小时候就住在乡间，推开家
门扑面而来竹子清新的味道，至今
记忆犹新。”

“ 前3幅是平房区改造前的照
片，后3幅是开发后的，变化是不是
很大？平房区改造对改善空气的帮
助大了去了———致那些年和我一起
在烟雾中上下学的孩子们！”大二学
生孙国强的手里头拿着自己的“ 得
意之作”，他的家乡在黑龙江的海
林，几乎是中国的最北边。

照片里，一座矮平房“ 孤独”伫
立，背景是鳞次栉比的高楼，一新一
旧，相映成趣。“ 这就是家乡发展的
缩影，很有意思。在东北，一旦到了
冬天，土地都冻硬了，所以拆迁工作
必须等到来年的春天。”

“ 如果不是有这次寒假社会实
践，我也许不会对海林观察如此细
致，更不会深入了解这座小城的一
切。” 他的四川同学吴克也连连点
头。吴克是在绵阳长大的，这座在地
震中受过创伤的城市，如今的变化
也是翻天覆地。在用相机记录下风
景后，不善言辞的他还在日志里动
情地写道：“ 纵然‘ 魔都’繁华富丽，

却也不能让我如何痴迷。而涪城的
万达商业广场，则让我如同见到新
玩具的孩子般兴奋。为什么呢？我猛
然醒悟：因为，这里的一切都透着家
乡的味道。”

【 回味】
幸福家乡记忆

帅气的刘年晏来自台湾，去年
9月通过自主招生成为交大机械学
院的新生。一个学期的新生活，最
让他难忘的是热情的大陆同学，而
最不习惯的则是上海寒冷的冬天
气候。他家住在台北的桃园县，“ 特
别棒的空气质量”让他自豪，照片
里也是湖天一色、一片湛蓝的自然
风光。

刘年晏说，家乡过年的风俗是
放天灯祈福：“ 我会在那个时候许下
很多愿望！”他说自己已经习惯了上
海的生活：“ 家乡让人想念，但是上
海也很吸引我，我已经是‘ 新上海
人’啦！”

尽管在老家时天天可见，但对
来自西藏的学生其美南加而言，布
达拉宫永远是离乡的拉萨学子“ 心
中的圣殿”，自然也是照片里少不了
的风景：“ 我的家乡有母亲河的呼
唤、有古老文明的回音。听着转经筒
的呢喃声，心也会慢慢沉静下来。”
而一张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啃冰棍
的照片，也掀起了一轮小小的轰动：

“ 这也太牛了吧！”有学子感叹：“ 懂

得观察就会处处成景，随手拍就很
好看！”

【 心声】
描绘最美中国

“ 最美中国”寒假社会实践的
受欢迎程度连组织者、交大机械学
院的本科生林秀娟都意料不到：“ 太
火了！活动发布后一天不到就已经
收到照片的投稿，到最后一看，几千
名同学参与，收到的照片真的遍布
中国每一个角落！”

“ 90后是在祖国火热发展的环
境中成长起来的，心里充满着对大
好河山的热爱，只是习惯用我们自
己的方式表达出来。”林秀娟说。

网络尤其是社交网站、微博等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为这些照片的
传播扩张了渠道，而参与“ 最美中
国”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
学子正在用镜头承担起责任和使
命：“ 很多同学都认识到，发展家乡
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也希
望通过我们的创作，给世界带来更
多的温暖。”

大学生是校园网络文化的支
持者、参与者、创作者，也是高校推
动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的力量。目
前，林秀娟们正在搜集学子们在祖
国各地留下的创意笑脸照片，他们
希望组成一幅“ 笑脸中国”地图并
发布到网上，以青春的欢笑感染更
多人。

晨叫服务规矩多
要有责任心 不得言语相讥

上大大二学生毛同学最近正在
为早上爬不起来而纠结。但意外看到
海报宣传后，她的心顿时舒展开来。

“ 不要慌张，抓紧考试前最后两周复
习时间。担心寒冷的冬天会让你渴望
早起读书的决心备受折磨吗？让志愿
者来帮你解决吧⋯⋯”自从报名了这
一活动后，每天早晨，都有人准时将
她唤醒，监督她早起努力复习。

这个有趣的Morning Call的活动
眼下还在征集志愿者。征集时间为冬
季学期第9、10周工作日（ 周一至周
五），计划招募近100人，被甄选为志
愿者的学生将根据各自报名表上填
写的要求两两组队。每组会分配一位
调解员。调解员的工作是，每天早晨
在对方期望时间内交替用手机呼唤
对方起床。

从报名表上可以看到，活动的设计
非常人性化。参与者可以指定要求组队
对象性别，甚至具体到哪个年级的学
生叫你起床，有3个备选选项：同年级、
低年级、高年级。由于每个人起床时间
不同，活动还提供6点至7点、7点至8点，
两个时间段内进行自主选择。

策划者还精心设置了活动注意
事项：比如参与者要有责任心，不能
耽误了自己还耽误别人；再比如要求

每次电话时间不少于3分钟，且一定
要成功叫起对方；可以耍小聪明，但
不得在电话里言语相讥等⋯⋯

叫醒有搭子反响好
有人督促早起学习有动力

记者随机采访了参与的几位同
学，发现活动虽然刚推行只有几天，
但效果很不错。学生王昕宇说：“ 自从
加入了Morning Call，我不仅有了早
上、上午、还顺利写完了论文，晚上再
也不敢熬夜了⋯⋯因为我知道，我还
有个神圣的任务⋯⋯早起！”

李同学和刘同学是本次活动随
机配对的参与者，两人都是大一的女
生，通过这次活动成了最亲密的“ 陌
生人”，由于早课时间不同，两人约定
周 一 周 三 由 李 同 学 提 供 Morning
Call，周二周四刘同学来提供，周五休
息。刘同学说：“ 我认为这个活动效果
很好，因为我有责任叫别人起床，所
以自己会早起很多。”

不少参加活动的学生告诉记者，
其实，在冬天叫同学起床，尤其是叫
陌生同学起床是一个考验毅力与技
巧的工作。被叫醒同学会因此有早起
动力，而负责打Morning Call的同学
也增加了责任感，增进了同学之间的
交流与互动。更重要的是，大家可以
抱着良好的精神状态积极备考，和

“ 学霸”一起赶超绩点。

交大学子回乡过年
拍下数千照片记录“ 最美中国”

考试在即 上大学生配对攻克“ 赖床怪”
互相“ Morning Call” 让早起学习成为彼此的好习惯

“ 各位上大学子，末日后的第一个寒假是否格外惬意？作息颠三倒
四，与被窝难分难舍。猛然醒来又发现大把复习时间已经浪费，而期末考
试正在逼近！很抓狂吧？⋯⋯你的家人青志协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是上海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新鲜出炉的Morning Call活动的宣
传标语。据了解。由于上大是三学期制，寒假结束的开学两周内就要准备
迎接考试周，针对寒假期间同学们可能发生的作息不规律导致的“ 早起
困难综合症”，最近上大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在学子中发起“ 亲民”行动。

本报记者 范彦萍 实习生 毛其莹

谈及推出这次Morning Call活
动的初衷，活动幕后策划者肖可心
介绍说，这一创意志愿者行动其实
也是上大青志协推广的“ 微志愿”
活动之一，继去年推出的“ 微志愿
来敲门，邻里变亲人”等活动，继续
推广“ 微志愿”理念———倡导人人
都是志愿者，不论何时何地，哪怕只

有很少的时间都能参与志愿服务的
精神。

另一位负责人毛晟昀介绍说：
“ 由于寒假刚过，目前该活动正在推

广阶段，本周为第一波活动，共有30
名同学参加，下周进入考试周阶段，
将会开展第二波活动，可以让那些错
过首次报名时间的同学参与。”

微志愿———打破同学间的陌生感

PM2.5、垃圾分类不仅是大人的事
小学生们也来支招解决社会问题

交大同学们过年回了次家而拼成的“ 笑脸地图”。

参天翠竹，错落有致地点缀大地；阳光透过缝隙，在竹身上折射出微蓝颜色。竹林中央，蜿蜒的
石径通向远处，颇有些“ 曲径通幽”的意境———这张艺术品般的照片，让不少观客都情不自禁地赞
叹：“ 实在是太美了！”

今年寒假，千名上海交大学子在回乡过年之际，自发组织“ 最美中国”寒假社会实践，随手拍下
家乡美景并发布在网上，以数千张照片和数万次的总访问量掀起一股“ 最美中国风”。他们用各地
照片拼成一张中国地图，道出心头的自豪———“ 看过千万风景，也比不过家乡的美丽！”

本报记者 刘昕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