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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起，每月第一个周日
和最后一个周六的上午，在淮海路、
黄陂路的商圈路口，巧的话都会遇上
一群穿着“拯救斑马线”服装，戴“荣
誉帽”，手持可爱斑马形状的交通文
明“倡议书”手牌的孩子，他们向行人
征集交通文明承诺，并向行人赠送带
有“让”、“慢”等交通安全标志的铅笔
以示“奖励”。

父母也可“竞聘”成为“黄浦斑
主”，套上“斑马服”，“拯救斑马线”印
在了滚圆的“肚子”上。每隔 20 分
钟，“黄浦斑主”及“小斑马”就带领

“斑马卫士”们“快闪”示范如何正确
过马路。

每次活动需要二三十户家庭参
与，名额都要靠“秒杀”。

活动发起源于2016年 3月，上
海开启了史上最严的交通大整治行
动，希望运用法治方式破解交通管理
难题。“文明习惯的养成需要从小实
践，那我们能做些什么？”海燕博客公

益发展中心负责人施海燕和其孵化
的子社团“海有爱公益社”现任社长
花容彦针对交通大整治思考起这一
问题。

最终，他们设计了“拯救斑马
线”白领亲子交通文明倡议行动活
动，定位也很清晰：以“小手牵大手”
的理念为引导，通过“培养一个小交
警，带动一个大家庭，辐射整个社会”
的方式，增强全社会遵守交通规则、
维护道路秩序的意识，提升全社会交
通文明素养。

花容彦义不容辞成了每次活动
的现场督导，志愿者现场签到，服装、
道具发放，如何摄影、宣传，她都会

“控场”。第一次活动，她还带上了自
己5岁的女儿。平时还略感害羞的
小姑娘，看到母亲示范了几次如何向
路人宣传后，她拿着倡议书手牌，积
极大胆地向路人宣传起文明出行，从
淮海路、黄陂路路口一路出发，走到
了新天地。“妈妈，下次有宣传还想参

加。”女儿的积极出乎花容彦的意料。
活动定位为亲子，是因为他们看

到了孩子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是
因为给孩子一个锻炼机会，父母是被
动参与，但在活动过程中当他们产生
认可感后，动员父母‘走出来’就不
是一件难事了。”花容彦说道。

据悉，目前“拯救斑马线”形成了
一支30余人的“斑花斑草”核心志愿
者团队以及4个“拯救斑马线”微信
群，每次活动不愁没有参与者。就在

“斑花斑草”群里，花容彦经常收到这
样的留言，“这次缺人的话跟我说
哦。”“孩子生病了，周末来不了，但我
可以参加这次活动。”

团市委书记徐未晚表示，“拯救
斑马线”采用亲子教育为核心的社会
组织推广方式，适合目前上海青年白
领的生活模式和教育理念，能够长期
有效地调动青年白领主动性和积极
性，同时对于每一个家庭成员遵守交
通路口文明规范起到促进作用。

“拯救斑马线”白领亲子行动持续7个多月 造就千名“斑马卫士”

调动青年积极性 贡献“治城”力量
昨日，上海评选揭晓

了10名“文明交通最美市
民”，白领花容彦成为其
中之一，之所以能得奖是
因为她另一个身份——

“拯救斑马线”行动负责人。为了配合市政
府动员部署道路交通违法大整治行动，这
场由团市委、黄浦区团委等联合黄浦海燕
博客公益发展中心开展的“拯救斑马线”白
领亲子交通文明倡议行动在沪上持续了7
个多月，前后有 1000 人次成为“斑马卫
士”，宣传文明出行。

发起人之一施海燕在总结活动时深有
感触，一个能吸引参与者持续参加的活动，
除了定位明晰，策划团队“给力”外，政府支
持更能让活动影响力“扩容”好几倍。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拯救斑马线”活动吸引了许多市民热情参与。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政府支持

协调场地、人员
扩大活动影响力

活动主题是“体制内”的，但参与
的力量大多是体制外的白领，这是

“海燕博客”成员为上海道路交通违
法大整治贡献出的一份力量。

这场源自黄浦白领青年的“治
城”活动，一开始也得到了黄浦团区
委的支持。施海燕介绍，活动举行地
淮海路、黄陂路口的场地租用，物业
沟通，活动物料提前的放置场所等，
团区委都助了一臂之力。“另外我们
每次活动都会请交警来给参与的孩
子教授交警手势操，团区委为我们与
交警牵线。”

去年7月24日，“拯救斑马线”不
再只是黄浦区的活动，那天在全市8
个商圈路口开展了集中行动，除了黄
浦“主场”100余户家庭参与外，全市
其他商圈口都有一二十户家庭参与。

施海燕表示，“拯救斑马线”的项
目运作，实际在践行“政府搭平台、白
领唱主角、新媒体互动、大众共参与”
的模式特征。这档活动之所以能从
黄浦区向外扩散，在短时间内得到了
市区文明办、团委、交通委、公安局、
教育局等各个部门的支持，区域外多
家社会组织也积极响应加入，“‘拯
救斑马线’可谓是集结各方社会力
量，如果没有相关部门的支持，活动
很难在全市产生影响力，升温力度也
不会如此迅速。”

据统计，活动开展的7个多月来，
“拯救斑马线”共开展了近20余场线下
活动，400多户家庭1000余人次参与
了路口交通文明宣传、“雏鹰夏令营”
特别行动以及暑托班专场活动等。

在7个多月间，“海燕博客”团队
一直在不成熟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通过志愿者谏言、擦出新火花，让
项目更强。

他们表示，交通文明宣传之路任
重而道远，而“拯救斑马线”想在新的
一年为交通文明宣传带来一阵暖风，
更想为上海这座有温度的城市奉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海燕博客”是个公益组织，它推
动各社团自主筹建、自主运作、自主
管理，并策划多元时尚的社会化公益
项目。目前已拥有 18 个涵盖了文
化、环保、交友、公益、法律、创投等领
域的子社团。海有爱公益社就是其
中之一。

现任社长花容彦早在2006年就
加入了“海燕博客”，2008年她还是

“左行右立文明乘梯”活动的积极参
与者。如今的海有爱公益社里，她和
公益社骨干成员都是各行各业的白
领，策划公益活动时，他们自然用到
了市场营销技巧。

比如他们想到扩大活动影响力
需要一个形象大使，但如果设一位素
人形象大使并无多少作用，“既然是
亲子，何不以卡通形象为主，还能互

动。”于是，“黄浦斑主”形象诞生，他
们还加入头像征集的互动，使活动人
气“节节高”。

“人气最差的学生实践机构斑马
学院正面临关门的危险，社团里仅剩
的四名学生因不同的原因来到斑马学
院，他们都想拯救它，唤起人们对交通
法规的重视…… ”就在去年12月11
日，《拯救斑马线》原创话剧在白玉兰
剧场首演，“拯救斑马线”行动中的点
滴故事被搬上了话剧舞台，近20位演
职人员既有“斑马卫士”，也有通过网
络海选而出。甚至为了这出原创话剧
有长久演出的“生命力”，他们还配置
了A、B角，一切既专业又市场化。

话剧的原创者是上海市民办立
达中学的初二学生丁凌骏，他和身为

“海燕博客”粉丝的妈妈一起报名参

加过“拯救斑马线”活动，并成为其中
最积极的志愿者之一。剧中除了呈
现活动中精彩一刻外，也探讨到孩子
在参与社会实践和课外补习班之间
的平衡等问题，让身为“00后”的家
长们有所触动。

听了一些参与活动的亲子家庭
的反馈后，花容彦觉得这样的社会参
与未必会影响孩子的学习，他们会迅
速用心地完成自己的作业，留出打游
戏、玩乐的时间参加公益活动，“在活
动中培养的能力对他们的学业也会
有所促进。”

这是良性循环，也让更多家长看
到了活动的影响力和孩子的成长。

“‘拯救斑马线’行动没有组织化动
员，完全是通过社会化动员方式，自
下而上产生影响力。”施海燕说道。

定位明晰

亲子互动孩子参与吸引家长加入

策划到位

公益活动时尚运作话剧表演做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