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日晚，有志愿者夸赞“B3队整
体表现很好，最亮眼的是里面有个未
来的销售小天才，他非常活跃，毫不
怯场，一个人与陌生人搭讪超过50
多次，成功20多次，用团队合作的手
工纸和免费铅笔等在整个团队筹集
的200元资金中立下汗马功劳。”

但这一说法很快引来一名家长洪
小姐（化名）的质疑。洪小姐表示，宜
家的笔和尺是方便顾客量尺寸、做记
录用的，不是赠品，这一行为不合适，
更不应作为典型案例拿出来说。也不
希望我的孩子学习。作为志愿者，看
到这样的情况，应该给予适当提醒。
判断是不是所有免费的东西都可以
拿？一元一天的挑战是让孩子们了解
生存的意义，而不是拿公共的东西去
换钱，这样就违背了活动的初衷。

昨天上午，记者联系到了B3队

的志愿者闵先生，他澄清说，当时有
队员的确拿了三五支宜家的铅笔。
但应该不是拿出去卖，否则活动的性
质就变味了。但当记者又联系到了
另一名志愿者孙小姐时，她的说法却
截然不同。她表示，小朋友利用了一
切可能的免费资源，譬如将路边的广
告扇换成小杯子。他们也拿宜家的
铅笔换过东西，作为志愿者也没及时
制止。但事后她告诉他们，铅笔是公
共物品，以后不要拿了。

虽说这次活动孩子们化身文明
使者，但在实际践行过程中，也发生
了一些不文明的小插曲，所幸经过内
部教育，得到了改正。A3队的钟友
晴透露说，在行进过程中，有位队员
破坏绿化，多次提醒没有改正。但后
来经过不断的沟通，最后他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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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队财政部长朱滢一反平时大
方的做派，变得精打细算。乘公交时
特别提醒小队员可以免票；午餐时定
好每人五元标准，“残忍”拒绝想多买
零食队员的要求；最后用四元买了两
瓶水，一瓶分给口渴难忍的小队员，
自己没舍得喝，一瓶卖了三元。操心
一路心力交瘁，到集合地点没多久就
倒地睡着了。

中午12点多，B1队饥肠辘辘的
6个队员攥着辛苦挣来的50多元，在
货架前徘徊许久，反复比较。第一次
知道原来盒饭要15元一份，拿起又放
下，最后选择了3.5元一份的饭团，狼
吞虎咽吃得特别香。为了省钱，众人
从宜家走到了钱学森图书馆。最后
大家决定把余钱都捐给了山区孩子。

“我们要求他们在赚钱阶段，不
许化缘，不许乞讨，不许卖萌。要靠
真本事去解决生存的问题。”志愿者
领队阮美莉透露说，在交大时，有不
明就里的路人投诉有孩子要求完成

合影后还要买东西收费，在宜家队员
们被要求离开。这些都是在现实生
活中真实存在的。

当晚10点回到家，C7队的志愿
者家长赵春蓉整理了一天的思绪，感
慨万千。“中午的时候在美罗城，财政
部长闻到了炸鸡的香味，一度想去
买。周围队友都不响应，只得作罢。
队长第一次召集全队开会，询问资金
情况，得到不耐烦的一句‘别问了，还
不够买一块炸鸡呢！’通过主动找路
人换物、背《兰亭序》，队员们赚到了
午餐钱。大伙在臭熏熏的厕所门口
席地而坐，享用了‘梦寐以求’的方便
面。有两位12岁男孩是生平第一次
吃方便面……”

整个活动环节还有传递抱抱的设
计，希望通过队员拥抱路人，去唤醒人
与人的真情。一名家长说，“当儿子告
诉我他今天拥抱了52个路人时，我很
诧异。说实话一直觉得十岁的儿子平
时不太贴心，大大咧咧不懂表达。”

126名青少年挑战一元钱过一天
有收获：在拒绝中学会成长 有反思：赚钱应该“取之有道”

没有父母的庇护，每个人一天只有一元生活费。他们
必须靠自给自足赚到餐费，途经30到40公里，历时12个
小时，兼顾完成20余项文明宣传任务……

5月21日上午，在志愿者的监护下，徐汇区首批126
名7岁-16岁的中小学学生，带着1元钱从上海植物园出
发，奔走在徐汇街头挑战“生存”，考验城市善意，参加由徐
汇区教育党工委、徐汇区妇联、长桥街道联合主办，DE未
来训练营等承办的“小手牵大手·创全心行动”暨徐汇十万
少年勇闯街区庆“六一”行动。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1元钱在城市生活1天’，这件

事恐怕连1名成年人都觉得困难，何

况未成年的孩子。这是一次城市生

存大挑战。我们希望让电子产品不

再危害孩子的健康，同时也呼吁家长

不要把孩子们囚禁于房间中，使他们

变成‘集装箱孩子’，鼓励他们走到户

外。”据徐汇区教育党工委负责人介

绍，此举是为了激发参与的青少年进

行深入的创造性思维学习、获得思考

与解决问题能力，并从中进行人际沟

通、团队协作、意志力、抗压受挫、处

理突发情况等综合挑战，学会更多的

社会技能和生活技能。

“整个活动不可能尽善尽美。

在体验中，孩子们从不成熟到成熟，

从松散到有团队精神，对他们来说

最大的财富是经历。”徐汇区妇联主

席万小岚介绍说，今年，徐汇将迎来

创建全文明城区的“大考”。“我们将

把十万少年勇闯街区行动打造成为

该区社区家庭品牌项目，届时十万

少年将进入徐汇的公园、旅游集散

中心、菜场、小区、沿街商铺、大学、

博物馆，对什么是最美社区进行街

头采访；走近一线环卫工，走进菜市

场与摊主们一起卖菜，践行城市文

明公约。”

“之所以开展此次活动醉翁之意

不在于让参与挑战的青少年‘吃苦

头’。”长桥街道党工委书记伍彦心表

示，此次“小手牵大手”活动真实的意

图是希望借孩子们的力量激活徐汇

社区亲子家庭参与社区共建的活力。

当天上午一早，126位青少年化
身为文明宣传使者，按照规则，21支
小分队兵分三路从上海植物园2号
门出发，途经多个徐汇地标，最终在
钱学森图书馆“会师”。在挑战者中，
除了有来自徐汇各街道居民家庭的
孩子，还有聋哑学校的学生及外国友
人。年龄最小的是来自徐汇实验小
学一年级学生丁楚。

按照规则，在1天时间里每个挑
战者只有1元钱的生活费预算。队
员禁带食物、公交卡、多余的现金、地
图、电子设备及任何带有价值的物
品、工艺品、材料等，需要靠自己的智
慧和能力解决交通、吃饭、安全应急
自护等基本生存问题。

平时在家被宠的像个小公主的
A3队队员钟友晴在面临只有一元生
活基金的情况下第一次体味到了被
拒绝的滋味。

为了生计，身为“总统”的她率领
大家直奔一个公园。小组6个人每人
拿出一元凑成六元作为启动资金买了
三瓶水，希望赚取“第一桶金”。沿途，
几名队员邂逅了人生中的第一位“客
户”。“阿婆，你们要不要买水？”“水太
凉了。你们小孩不要这样做，这是做

‘童工’。”在遭遇拒绝后，众人将阵地
转移到了马路边，将目标瞄准了一名
带着孩子的阿姨，希望她能买水。刚
吐露了自己的意图，阿姨就皱着眉头，
摆摆手离开了。临走前，阿姨身边的

孩子皱着眉头打量了一下几位队员，
显然将他们当成了“诈骗分子”。

在光启公园里，C1队开始了赚钱
计划。当听到志愿者提醒说，“赚不到
钱，没饭吃”时，孙嘉忆嘟哝着嘴，辩解
说，“虽然我是财政部长，但我只负责
管钱，不负责赚钱。”虽这么说，但她悄
悄地绘了一幅画，在公园里推销。“能
买我的画吗？”“不！”“可以再考虑下
吗？”“不！”看似柔弱的她却越挫越勇，
将目标群体从老人转移到了带孩子的
年轻妈妈身上，当一位妈妈表示自己
没有带够零钱后，孙嘉忆马上想到了
借用志愿者的支付宝周转套现。

第一笔订单成交后，众人陆续打
开思路，在光启公园花坛里捡到不少
小石头，并在上面即兴作画。队里一
名外籍男孩用A4纸写了一句话举在
胸前，“一块石头五元，求你了，可以
买吗？”这次创意营销收益不菲，光石
头画纯利润就高达80元。

钟友晴、孙嘉忆等人遭到拒绝的
经历，B4小分队的交通部长郑奕翔同
样没能幸免。“我们去宜家开展任务，
顺便折纸卖钱，但保安叔叔说不能搞
活动要提前预约。我们就去找经理
协商，但经理不同意，我们很失望。
挑战任务之一还包括和环卫工人合
影，我找了好几位环卫工人都被拒绝
了，我生怕再被拒绝，都不敢提合影
的事了。没想到最后一次，都不抱什
么希望了，反而成功了。”

拒绝 宠大的孩子初识“愁滋味”

反思 销售赚钱应该“取之有道”

成长 懂得了节制 明白了责任感

10万少年将走街串巷传递文明基因

队里一名外
籍男孩用 A4 纸
写了一句话举在
胸前，“一块石头
五元，求你了，可
以买吗？”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