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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也许

不会相信：我们这些毛孩子竟然登

上了荒岛，自己开凿烧饭了。如果在

家里你们一定会夺走我们手里的厨

具，可在这里我们真正独立了一回，

真是棒极了！你们以前一直跟我讲

过去生活如何艰苦，因为没有亲身

体验而体会不深，夏令营的所见所

闻，使我真切理解了你们的艰苦，那

么困难的日子你们都挺过来了，我

们还有什么理由在这点挫折面前低

头呢？”

这是1 998年在长兴岛参加吃

苦夏令营的一个名叫王辉的小营员

写下的一封家信中的片断。记者找

到了当年这个来自虹口区实验中学

初二的小营员，现在他已经是一个

29岁的小伙子，是闸北区邮政局办

公室的一名文员。

“ 当时我的父母在报纸上看到

了这个夏令营的招生信息，一商量，

家里人都认为我比较娇生惯养，应

该要去磨练一下自己，吃点苦。”初

二升初三的暑假，王辉踏上了前往

长兴岛的吃苦夏令营。

虽然已经时隔多年，但是王辉

依然记得当时住的平房下雨天还会

漏水，吃的东西当然也是奔着“ 吃

苦”而去，菜色自不用说，还会有意

识地让孩子们尝尝窝头的滋味。

劳动是“ 吃苦夏令营”的主要

活动，王辉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夏令

营的第二天，先是长距离徒步行军，

再坐船去长兴岛附近一个无名岛礁

上“ 野外生存”。从没有烧饭做菜经

历的孩子们挖土埋锅、生火做饭，困

难自是不言而喻。而另一件记忆深

刻的事是参观一个贝壳海螺收藏

馆。“ 这个收藏者以前是海员，出海

的时候钓到了一只大海螺，当时船

员不懂把它吃了，后来才知道这个

海螺算得上是无价之宝。从此他就

立志要收藏海螺和贝壳。”海螺收

藏家的故事在小小的王辉心里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80后，“ 身在福中不知福”

是老一辈人给这一代人的评价。王

辉对此也非常认同：“ 在参加这个

活动之前，我完全没有概念，但后来

却有了深刻的理解。”参加过吃苦

夏令营后，王辉更懂得珍惜生活中

的幸福，同时也学会了为他人着想。

“ 我父亲是返沪知青，当年在江西

待了十年。以前听他讲他的事情都

像是听故事一样，但经过了‘ 吃苦

夏令营’ 里面的模拟上山下乡，我

切身感受到了这种艰难。”这种感

触，让他学会了平时多想想能为父

母做些什么。

“ 当年让孩子们埋锅做饭，连

我们大人都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但是孩子们做到了！”1 998年

“ 吃苦夏令营”随团记者、现任《 青

年报》教育人才部主任郭颖告诉记

者：“ 当时，我还是《 青年报》一个

新记者，便接到了如此有意义的采

访任务。”眼看着孩子们亲手烤熟

了玉米，郭颖不禁感叹，孩子们很有

潜力，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便能创

造无限可能。“ 尽管夏令营结束后，

不少低年级孩子揣着一书包没冼干

净已发馊的脏衣服，给父母打电话

报平安时语气哽咽，但是，我们还是

能看到孩子们的成长。”

“‘ 吃 苦 夏 令 营 ’ 的 这 个

‘ 苦’，是打引号的。其实，并不是真

正的苦。”当年“ 吃苦夏令营”辅导

员、现任中福会少年宫副主任张昱

瑾认为：“‘ 吃苦夏令营’让孩子们

过上了另一种生活，接触了不同的

人，不同的社会，过上了集体生活，

让孩子们知道如何交往如何沟通，

增强了自我调节的能力，这就是一

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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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记者发现：上海现在

的公益性夏令营少之又少，安全管

理上面的付出和最终的金钱收益

难画等号，导致了公益性夏令营几

乎面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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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会少年宫针对小学高年

级的农民工子女开展了一个完全

免费的夏令营项目，由学校组织

推荐营员。活动4天3夜，以科技制

作为主题。“ 办这个活动的成本为

每个人600元上下，这已经是最少

的打算了。”一位活动策划向记者

透露。

“ 100多个孩子并不好管理，

老师和孩子是1比10的比例，要充

分保证孩子的安全就要在活动计

划上下足功夫。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越好、活动与活动之间的衔接越充

分，孩子就没有空闲时间，大大减

少了孩子离开老师视线会造成的

危险情况。而我们把休息时间也充

分安排成活动形式，孩子们玩得既

充实又安全。”

“ 突破少年”训练营也是中福

会少年宫的一项传统夏、冬令营项

目，办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作

为一个半公益性的活动，少年宫只

向营员收取少量的成本费，用以支

付聘请教师以及孩子食宿、交通、

保险等项目，甚至还没考虑到水电

煤等费用。要办公益性夏令营实属

不易，除了金钱上的，更有不少安

全风险。“ 孩子的安全管理是我们

办活动的重中之重。”

中福会少年宫群文活动部主

任沈莉告诉记者：“ 为了全力保证

孩子的出行安全，我们首先需要找

一个可信的旅行社，其次每次出行

都有老师提前到当地‘ 踩点’并联

系当地少年宫进行合作，把所有问

题都备好预案。我们在师资力量上

也做足准备，师生比例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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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益性夏令营难以生存

的现状，沈莉例举了这样几点“ 生

存法则”：“ 首先我们少年宫的办

学性质和定位就是公益性的，在寒

暑假期间更要给孩子们提供一些

教学服务。

其次这样的活动也是一种传

承，我们本着为孩子着想的目的去

办，能够得到孩子和家长的好评也

是支持我们的一大原因。我们不断

地从上一年的活动中积累经验，保

持对孩子的关注度，这样一年一年

才把这个活动做得越来越好。”

为孩子着想，用心去做，只有

真正站在为孩子创造条件，体验更

多更丰富的生活这个立场上，公益

性夏令营才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也

必定会受到家长、孩子、社会的广

泛好评。

现 在 的 家 长 对 待 夏 令 营

是什么心态？如果“ 吃苦夏令

营”重新出发他们又会作何反

响？记者随机 采 访 了 几 名 家

长。大部分的家长都希望孩子

能够到夏令营锻炼锻炼，但也

有些 家 长 对 夏 令 营 的 安 全性

颇有担忧。

郭女士是一个十岁男孩子

的母亲，她告诉记者希望孩子

参加夏令营的原因：“ 现在孩子

在假期里生活不健康，乱吃东

西又缺乏运动，整天宅在家里

上网玩游戏。平时家长还能管

管，现在孩子跟着老人，就会被

宠坏。”

家长对孩子参加夏令营的

期望都是大同小异的：“ 能够走

出家门长长见识，提升一下自

理能力，能够更成熟一些。”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家长

们大多偏好有特色、能够培养

孩子好习惯的夏令营，对于“ 吃

苦夏令营”的重办，郭女士表示

赞成：“ 孩子现在被宠得太多

了，是要出去吃吃苦。”

而对于安全问题，有家长

提出主办方背景相当重要，如

果是公益性 机 构 主 办 的 显 然

更能够信任。也有家长表示，

如果身体不 太 好 尽 量 不 要 在

大热天出去。当然，较高的师

生比例是让 家 长 感 觉 到 安 全

的主要因素之一。家长普遍认

为1 ：8的师生比例是比较能够

接受的。

对于“ 吃苦夏令营”的时

间、价钱等问题，家长认为1 -2

周都是可以接受的，价钱不要

太贵就行，反正是吃苦，住的吃

的都不用很好。如果是公益性

的“ 那就更好了”。

自 己 初 中 时 参 加 过 当 年

“ 吃苦夏令营”的王辉亦表示：

“ 如果以后有了小孩，我也很希

望他能去参加。现在的孩子更

加娇生惯养，物质条件相比我

们当年更要好了许多，更应该

吃吃苦，过过苦日子，这样才会

知道什么是幸福。”

王辉希望“ 吃苦夏令营”

能增强孩子的动手能力，体验

艰苦的生活环境，结合现在社

会需求培养孩子的团队合作、

互动能力并 发 挥 孩 子 的 创 造

能力。

那些年，我们 一起吃过苦的夏令营 现在，需要怎样的夏令营[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