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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为进一步夯实共青团改革在村

居“家门口”服务体系下的社区服务

功能，结合社区少工委建设，浦东新

区团委坚持资源下沉，整合社会各方

力量，于去年 10 月在塘桥、浦兴“家

门口”服务站开展“爱心三点半”项目

试点，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今

年，在区域化党建工作的引领下，浦

东新区团委在全区 34 个村居“家门

口”服务站开展首批小学生“爱心三

点半”项目，培养青少年阅读习惯，开

展“红领巾小书虫”等读书活动，同时

提供爱心看护，缓解双职工家庭“看

护难”问题。

据悉，浦东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

负责对项目进行整体规划管理及落

实推进；街镇团（工）委作为“爱心三

点半”项目的责任主体，统筹协调办

班资源，确保安全运营；街镇居民委

员会负责配合项目实施，为顺利办班

提供有效支持。

由浦东新区团委通过政府采购

平台，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购买一家青

年社会组织服务，作为项目总执行

方，负责项目全面实施。总执行方帮

助街镇团（工）委对接有资质的优质

青年社会组织、教育文化类企业作为

“爱心三点半”项目的实施方。

根据规定，每班配备班主任 1

名。要求具备《教师资格证》或《国家

二、三级心理咨询师》或《社工师、助

理社工师》资质的人员担任。每班配

备青年志愿者不少于 2 名。鼓励街

镇按照实际情况，充分发动社区内具

有群众或教育工作经验的青年志愿

者，积极参与到项目服务中。社区少

先队志愿辅导员协助做好小学生接

送工作，结合各办班点实际情况，配

合开展好各种形式的读书活动，并指

导有条件的办班点积极创建社区少

先队“动感中队”。

开展小学生兴趣阅读，培养小学

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结合社区

少工委工作推进和“动感中队”创建

活动，开展“红领巾小书虫”等读书活

动，发动社区少先队员多读书、读好

书，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同时进行

爱心看护。

形成制度保障，各办班点须严格

执行《爱心三点半总体运营安全制

度》、《公共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接

送管理制度》、《定期巡查制度》、《工

作人员管理制度》等办班材料，保障

项目安全顺利运营。

开班前期，浦东新区团委书记班

子前往各办班点开展相关巡查工作，

对办班点的场地情况、安全保障、工

作台账等进行了有效评估。同时，组

织召开了专题培训会，涉及突发事件

的预防与处置、常见传染病及防治、

小学生团队建设及管理等，进一步增

强办班点负责人及带班人员的安全

意识，确保安全、有序运营。

浦东为缓解双职工家庭子女看护难也是拼了

34个“爱心三点半”办班点昨启用
爱心暑托

班结束了，但
是“爱心三点
半 ”开 始 延
续。昨天是开

学第一天，2018年浦东新区小学生
“爱心三点半”顺利开班，全区首批
23个街镇的34个村居“家门口”服
务站迎来了330位小学生。

青年报记者 郭颖

孩子们将在这里
“晚托”两个半小时

昨天下午4点，青年报记者走进
沪东新村街道船舶新村办班点时，孩
子们都已经陆续“到位”。由于这个
小区对口的是竹园小学，因此，全班
16个小朋友几乎全都是来自这所学
校一到五年级的学生。此刻，小小的
教室里鸦雀无声，孩子们正在埋头看
书、写作业。从下午 3 点半放学开
始，一直到晚上6点父母下班，他们
将在这里待两个半小时。

“孩子们来了之后，我们先安排
他们进行半小时阅读，然后吃点心，
再写作业。”班主任李红告诉青年报
记者，孩子们做作业的时候，如果有
不懂的，可以问大学生志愿者，他们
会进行“答疑”。青年报记者注意到，
现场有一男一女两名大学生志愿者。

志愿者张昱昊是上海杉达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的大三学生。因为大
三课程少，所以他会长期来“爱心三
点半”办班点服务。本周他会每天来
当志愿者，9月10日开学后，“爱心三
点半”办班点会根据其课程排班，他
还是能坚持每周来三天。“我们前两
天已经进行过培训，学的是疾病护
理、应急措施等。”小张说，开学第一
天波澜不惊，他就帮着“看孩子”，回
答孩子们的提问，规范孩子们的学习
习惯。家住金山的小张现在住在学
校里，从学校赶到这里，路上需要40
多分钟。虽然辛苦，但他一听到这个
机会，立刻就报了名。“小朋友们挺乖
的。”一年级小朋友刚开学还没有布
置作业，小张就寻思着是不是应该给
他们讲讲故事。小朋友们看的书，都
是自己带来的。这个办班点，大约有
三四个大学生志愿者。

“爱心三点半”的每个流程都很严
谨。班主任李红向青年报记者展示了
《安保人员签到表》《学生请假、缺席记
录表》《班主任工作日志》《班主任、志
愿者签到表》《学生出勤情况统计表》，
这是他们每天必须做的“功课”。

竹园小学二年级的小汪同学暑
假里参加了爱心暑托班，开学后又来
参加“爱心三点半”，因为爸爸妈妈工
作忙，妈妈身体又不好，山东的外公
外婆特意来上海带她，爸爸妈妈只有
双休日才能陪她做作业。

晚上6点，不少老人三三两两地
过来接孩子。一位7岁孩子的奶奶
说，她希望“爱心三点半”能多教教孩
子写作业，自己年纪大了，很多东西
不懂，教不了孩子。如果没有“爱心
三点半”，他们会考虑把孩子放在社
会力量开办的“晚托班”。

浦东新区小学生“爱心三点半”
由浦东新区团委主办，浦东新区青少
年发展服务中心以及相关街镇团
（工）委、社区少工委、相关街镇居民
委员会承办。

事实上，“爱心三点半”的开办，
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其中最大的困
难莫过于接人。

根据浦东新区团委的要求，希望
承办方能够帮着到学校去接孩子。
但是，由于孩子们在不同的年级、不
同的班级上课，各班教学情况不同，
因此放学时间也各有不同，让办学点

“很难接”。
“我们小区对口的是竹园小学，

离‘爱心三点半’办班点很近，一些高
年级的孩子可以自己过来，但是低年
级的小朋友，家长会不放心。”沪东新
村街道船舶新村居委会书记季小宁
坦言，正因为“难接”，所以不少家里
没有老人的双职工家庭，只能托有孩
子的邻居一起把孩子带过来，或者干
脆把孩子送去学校隔壁的社会力量
办学“晚托班”。

季小宁表示，他们小区的家长对
于“爱心三点半”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家长最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根据

要求，各办班点除带班人员外，还至
少要配备1名持有上海市公安局颁
发的保安员证的安保人员，保障办班
点运营安全。因为“爱心三点半”只
有两个半小时，保安比较难找。所幸
的是，街道里“调配”了一名保安过
来。由于各个办班点都有电费等成
本支出，浦东团委考虑得很周到，给
予每个办班点补贴。

采访中，青年报记者获悉，有的
学校开设了“晚托班”，但有的学校出
于安全问题等考虑，并没有开设“晚
托班”。对于“爱心三点半”，家长们
都在打听，还在犹豫，因为他们不知
道到底好不好。社会力量开办的“晚
托班”收费高，而且离学校也比较远，
家长们希望社区里就有“晚托班”，接
送起来比较方便。

硬件也是“爱心三点半”面临的
问题，像沪东新村街道船舶新村办班
点，他们的教室里没有WIFI，因此，无
法使用摄像头。而根据办班要求，每
个办班点需要统一配置2个摄像头。

在一些名校附近的办班点，更是
遇到了这样的尴尬。陆家嘴地区一
所知名小学，规定学生的回家作业要
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但是“爱心三点

半”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可我们有补
贴，他们可以用补贴去配备一台打印
机。”浦东团委相关人士建议。

据悉，“爱心三点半”开班时间为
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开班时间
9个月，每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及
寒暑假除外，对应学校的教学周期同
步实施。地点设在各街镇村居“家门
口”服务站。以就近就便为原则，招
收所属街镇区域内就读的小学生，优
先考虑居住地在“家门口”服务站所
在村居范围内的双职工家庭学生，每
班15人左右。

据了解，学校附近也有不少社会
力量开办的“晚托班”，每月学费
1500元左右，而“爱心三点半”只收
500元成本费。

浦东新区团委相关人士介绍说，
调查中他们发现，把孩子放在“爱心
三点半”的大多是因为家里老人不会
教作业，或家里生了二孩，一大一小
老人带不过来。而一些高档小区，由
于“全职妈妈”比较多，孩子“晚托”的
需求反而小。相对来说，市区街道报
名的孩子多，一些镇地处农村，学校
离家没有那么近，而且家里多有老
人，缺乏这个意识，因此需求反而小。

每月只收500元 现面临接人难、硬件缺等挑战

去年在塘桥浦兴两个街道试点

小朋友在“爱心三点半”晚托班里吃点心，做作业。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