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作为第五届风尚节的

志愿者，汪思亦的工作状态从最初

的好奇到渐渐地投入。从一个做事

情大大咧咧、面对陌生人甚至有些

羞涩的小姑娘，到一个知道什么叫

做细节，知道该怎么沟通的志愿

者，“ 如果不是处在那个年纪，也

许我就不会去尝试，这所有的一切

是属于那个时候20岁小女孩的成

长记忆。”

如 果 没 有 这 段 志 愿 者 的 经

历，也许就没有汪思亦现在的这

份工作。在做志愿者期间，汪思亦

接触到了很多青年社会组织，被

其深深吸引。在毕业之后，汪思亦

白手起家，自己创办了一家社会

组织，就是现在的黄浦区文化公

益促进会。

然而，自立门户的她这时才体

会到做公益的艰辛，但是汪思亦选

择了坚持。如今，黄浦区文化公益

促进会的公益项目走进了大大小

小的社区、白领、孩子中间，向人们

传递着绿色生活的理念和知识。在

今年第十届风尚节上，她还将“ 挑

起大梁”，不仅带着自己的团队首

次参与展示，还将在活动现场负责

起企业劝募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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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青年组织风采 倡导青年文化 促进相互交流

十年十人，上海青年风尚节演绎年轻范
风尚，其实是个老词，早在二十四史的《 晋书》

中，就第一次提到了风尚的概念。但几百年来，它依旧
是一种青年人追随的文化。十年前，团市委发起了首
届上海青年风尚节，也赋予了“ 风尚”新的内涵。风尚
节也成为了展示青年组织风采、倡导青年文化、促进
相互交流的平台。在风尚节举办的第十个年头，青年
报记者专访了十位深度参与风尚节的代表人物，挖掘
十年来风尚节走过的风雨和背后的故事。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十年前，沪上很多年轻社团刚

刚兴起，也成为了闫加伟关注和观

察的重要群体。“ 几乎每周都要和

不同的社团、社会组织聊天。”学

社会工作出身的闫加伟在和这群

年轻人沟通的过程中，也常常用社

工理念来做，“ 尊重他们的文化，

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并且

助人自助。”

2005年，第一届风尚节启幕。

作为风尚节主要的负责人，闫加伟

和参展的很多社团都早已熟知。

“ 办风尚节，我们既是希望能够给

一些小众社团从民间走向大众的

机会，从边缘文化慢慢被大家熟

知，也是希望风尚节能够成为社团

之间的一个交流平台，成为一种跨

界的先例，促成社团之间相互认识

合作。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倡导一

种公益风尚，比如公益旅行的概

念，也是从那以后慢慢为年轻人所

熟悉。”

在每一年的风尚节筹办前，

闫加伟并不事先作固定要求，而

是邀请不少组织先来聊聊天，“ 第

一次 是 大 家 讨 论 下 今 年 展 示 什

么，如何展示，第二次是各自分

工，再有一次会议进行交流，最后

才是大家在风尚节亮相。有这样

一个过程，社会组织的参与感会

更强。”

至今闫加伟依旧记得风尚节

留给他的感动。那是2008年的风尚

节，各社团都已经搭完台离开，但

是一个参展的车友会选择呼朋引

伴，把社团里的好朋友们召集过

来，在展区附近搭起了帐篷，喝酒

聊天，“ 当时看了挺感动的，在都

市里这样的景象很少，却充满了青

春的力量。”

闫加伟
风尚节成为跨界先例

“ 2006年那届风尚节，可以说

是一辈子难忘。”2006年的风尚节

定在长风公园举行，也是青年家园

成立的那一年。开幕前一天，当时

在普陀团区委办公室任职的周晓

芳和很多同仁一起参与布置场地。

“ 从附近学校借来的桌椅，要在公

园各个角落摆放，作为公益组织的

展台。忙到半夜1 2点的时候，突然

发现桌子少了一车！”于是，全部

工作人员开始反复清点公园里的

桌椅，一直到凌晨3点，才终于找

到，完工。“ 风尚节的顺利运行，其

实背后有很多故事没人知道。不过

这个插曲也让很多人从那时候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也让我们感受到

了青年精神。”

201 1 年，周晓芳又以另一种

身份深度参与了风尚节。那时她在

一家民营企业挂职，兼任团委书记

的她发动企业员工参与风尚节，上

街劝募。员工们从一开始的羞涩不

敢开口，到后来想尽一切办法进行

劝募，有的鼓起勇气给老板打电

话，有的组团进楼宇进商场，在坐

地铁回到集合点的路上，大家还向

乘客主动介绍活动，几乎把地铁

车厢一节节都“ 占领”了。“ 他们

见到我后，很是满足地在‘ 炫

耀’自己的‘ 厚脸皮’。我感觉这

不 仅 彰 显 了 非 公 企 业 员 工 的 热

情，还让他们对什么是公益有了

新的认识。”

今年6月22日“ 为孩子·留下

爱”的风尚节劝募，主会场回到了

普陀，会场就是当年青年家园成立

时候的那个舞台。如今回到团区

委，任职团区委书记的周晓芳再一

次和风尚节亲密接触。“ 这可以说

是动员最广泛的一次，当天我们募

集的资金也相当高。而且，风尚节

还架起了青年社会组织融入社区

的桥梁。”

在周晓芳看来，风尚节能够将

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有意思，“ 而通

过有意思的活动，能吸引、联系到

更多有活力的青年社会组织参与

进来，引导他们将声音传递出去，

将青年引领进来，并将有意思的事

情在原有基础上变得更加有意义，

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青年

风尚。”

周晓芳
喜欢志愿者“ 炫耀”的“ 厚脸皮”

作为青年家园曾经的负责人之

一，郁进参与筹备了数届风尚节。在

风尚节的“ 成长路”上，郁进更是亲

历了风尚节的转型。“ 201 2年时，我

们想打破以往用集市展出的单一形

式，希望能够有所创新。”于是，创

意劝募的想法破壳而出，“ 劝募形

式很早就有，但是我们定位在创意

劝募，希望能调动起青年社会组织

的能动性。”那一年，正好流行起了

“ 范”这个字，于是大家灵机一动，

为风尚节也取了个讨巧的品牌名

字———“ 我们的年轻范”，叫起来朗

朗上口，又有活力。

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等单位

的大力支持下，201 2年的风尚节

开始融入了更多的公益元素，围绕

帮助弱势青少年群体的目标，以年

轻人特有的方式，开展主题劝募。

那年5月5日，共动员了305支风尚

小队、超过2000名青年开展“ 以物

劝募”活动，组织28家青年社会组

织开展低碳环保、扶贫助弱、应急

救援等公益项目路演。

这要属郁进做风尚节以来最

“ 没底”的一次。“ 这是第一次做

创意劝募，发动了社会组织和团

委的一些群体，究竟能呈现出什

么样的创意，我们也没个准数。但

是在现场，我们看到各种玩偶、人

偶，还有穿越装扮，看到很多的青

年人绞尽脑汁，就是为了募得善

款给外来务工子女配一副眼镜，

感觉他们是如此真诚热情地在做

这样一件事。”

回首这十届，郁进一直在思索

的是如何找到青年感兴趣的那个

点。“ 风尚节是一个需要较大社会

发动的活动，找到青年人感兴趣的

这个点，就能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

参与，调动更多的企业投入，这样

才能形成一个多赢的局面。”

2006年1 0月21日，这是姚渊结

婚的前一天，也是他带着他所发起

的“ 汉未央”第一次参加风尚节的

日子。“ 那时候‘ 汉未央’也只是一

个比较小众的社团，能参加风尚节

这样的大活动，很荣幸。”

从第二届风尚节开始，“ 汉未

央”年年参加，至今从未中断过。长

裙飘飘的宽袍汉服、精心打扮的

“ 汉代淑女”，在风尚节上，“ 汉未

央”一亮相就收获了众多汉文化的

新粉丝。随着风尚节对青年人的影

响力逐渐增大，“ 汉未央” 已从一

个小社团，成长为业内皆知的上海

汉未央传统文化促进中心，发挥着

给青年人提供体验传统文化的平

台作用。

“ 回想这几年的发展，风尚节

可以说是我们的成人礼。”姚渊说，

对于那时的青年社会组织来说，风

尚节是一个珍贵的展示舞台。对姚

渊而言，风尚节也是青年社会组织

之间彼此守望相助的一个平台。“ 风

尚节把大家聚到了一块儿，让大家

可以抱团，收获更大的自信，为了理

想、为了志向一起来推动青年文化。

这也能构成城市精神的一部分。”

郁进
找到让青年感兴趣的那个点

风 尚 节 和 李 成 斐 的 求 职 路

有 着 千 丝 万 缕 的 联 系 。 七 年 前

的 她 还 是 一 名 大 学 生 ， 无 意 间

听 人 介 绍 ， 便 和 朋 友 来 到 一 年

一 度 的 风 尚 节 现 场“ 玩 玩 ”，

“ 当 时 看 到 很 多 青 年 社 会 组 织

集中展示，像个集市一样，感 觉

挺新鲜好玩的。”

也许是与风尚节的亲密接触

在李成斐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大学毕业后，李成斐机缘巧合地加

入了风尚节的承办方上海青年家

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从此，这颗

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 2007年、2008年时我是风尚

节的参观者，到了2009年，我变成

了风尚节的参与者。”2009年1 0

月，又一届风尚节筹备在即，作为

青年家园的团队成员，李成斐一头

扎进风尚节的承办活动中。

李成斐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

负责联系46辆49座的大巴，要不停

地确认乘坐大巴参展人员和志愿

者的上车时间地点、携带物料大小

数量等，沟通工作量非常大。但她

觉得：“ 大家因为志同道合走到一

起，非常好玩。”

从2009年开始，每一年李成斐

都会参与到风尚节的筹备环节，无

论是物料设计、布展工作，还是后

勤保障，几乎各个岗位都参与过。

“ 我们的工作需要和青年社会组

织保持沟通，联络感情，风尚节就

像是青年社会组织每年的一次派

对，无疑也是我们和这一群体沟通

联络的绝佳场合。”

十年前，陈鹏庭还是青年报

的一名记者，在一次采访中，他无

意发现，上海很多年轻的白领社

区，正自发地形成各种各样的青

年自组织。在和这些青年社会组

织的采访互动中，陈鹏庭更成为

了他们的朋友，大家“ 玩”在一

起，还跟着车友会一起做公益。

“ 这足以说明这些社会组织是有

着强大的吸引力。”

最“ 累”的一届风尚节是在

嘉定赛车场那一次，“ 联合了车友

会四五百辆车，要在赛车场摆出

一个世博的logo，用直升机进行

航拍。大大小小的车，每一辆要放

在什么 位 置 ， 都 需 要 精 准 地 规

划。” 陈鹏庭至今记得一位中远

两湾城业主论坛的版主陆先生，

为了筹备风尚节，辞去了自己的

工作，作为一名“ 编外”人员天天

和其他工作人员吃住在一起。活

动前两天通宵，索性就直接在车

里睡到天亮。

如今，陈鹏庭已经转行，但他

依旧觉得，“ 站在历史的维度中，

我也很有幸，可以亲历上海的青年

社会组织的‘ 萌芽’时代。”

“ 今年是第九年了。”上海益优青

年服务中心的掌门人张宁，也是风尚

节的深度参与者。印象最深的是在崇

明那一届的风尚节，张宁深度参与了

前期策划，一同打出了“ 七彩志愿”的

概念，橙色代表运动主题、绿色代表环

保主题、紫色代表交友主题⋯⋯充满

创意的主题红极一时。

之后的风尚节，张宁每一年都

会参与。“ 我们一直希望的是在风

尚节上的展位不仅仅是展示活动，

而是在活动中可以设计更多的互

动环节。”在今年以“ 为孩子?留下

爱”为主题的风尚节劝募活动上，

益优发动了才艺课堂的学员们来

做志愿者，教来来往往的路人写书

法、做环保小物，参与者可以任意

捐赠金额，既可以看作是善款，也

可看作为“ 学费”。

在张宁看来，风尚节不只是上

海的青年社会组织一年一度整体

亮相的机会，也是机构间相互联

谊、学习的平台，更是让普通市民

近距离了解这些组织的契机。

“ 每一次收到参与风尚节的

邀请，我就会在企业内部发起招

募，鼓励大家参加。”在英特尔工

作的陈 赟说，“ 虽然每年企业内部

的公益项目已经排得满满当当，但

依旧鼓励白领们参与到其他公益

活动中，风尚节就是每年必不会错

过的一项大活动。大家对于有创意

的公益活动都非常积极。”

报 名 的 企 业 志 愿 者 自 发 组

队，走到商圈、街头勇敢劝募。

“ 那一届我们募得的金额挺可观

的，来参加的员工们都很兴奋，得

到路人的响应也让大家觉得很有

成就感。”陈赟说，参与风尚节还

能让企业获得更多和外部交流的

机会，“ 在风尚节里，我们可以多

多了 解 其 他 企 业 同 仁 在 做 些 什

么。另外，对于风尚节里的青年社

会组织，以及风尚节中的公益项

目，我们也会根据创新性等探索

后续合作的机会。”

作为黑蝙蝠车友会的当家人，

刘志东这位北方大汉骨子里就透

着一股侠气。2003年社团成立，唐

古拉山、可可西里都曾留下了黑蝙

蝠的“ 轮迹”。

2006年，刘志东机缘巧合地参

与到了第二届风尚节里，参加之

后，最大的感受是发现了另一片天

地。在刘志东的号召下，车友会的

车友们成为了风尚节的志愿者。

201 2年的风尚节采用康乃馨进行

以物劝募，主办方空运了很多康乃

馨过来，但是需要志愿者分发到全

市各个劝募点，黑蝙蝠车队勇猛地

扛起所有分发的任务，一车一车地

把康乃馨运走，送到南京路、徐家

汇等各个劝募点。

在风尚节上，刘志东还结识了很

多公益伙伴，“ 风尚节之后，我们和再

生电脑、乡村教师培训等公益项目都

有过合作。很感谢风尚节，给我们提

供了很多参与公益活动的机会。”

李成斐
参观那年就埋下了“ 种子”

陈鹏庭
学会用“ 玩”的工作方法

张宁
每年难得从幕后走一次前台

陈赟
员工拥有了“ 外交”机会

刘志东
车友会在这里找到另一片天地

汪思亦
从志愿者到参与者

青年家园所服务的社会组织在青年风尚节上展示各自的特色。 本版资料图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姚渊
风尚节是“ 汉未央”的成人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