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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卫锋是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平
日在上海铁路局集团公司上海车辆
段工作，因做一休二，空闲时间较
多。2006年，他考取了华东理工大学
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从那时起他
就开始接触公益。

现在流行的垃圾分类，他也曾做
过，只是在2011年时，干湿垃圾推广
还不那么受待见，既没有经费支持，
也没有法律支撑。这对公益机构来
说，其实很难坚持下去。

环顾四周，卫锋更痛心的是，新
闻事件里频发的火灾事故、老人倒地
无人施救、校园也难避免意外伤害
……他猛地意识到，环保固然需要，
但没有比多懂一些安全知识，更能保
障人的生命。

当时的卫锋已经考取了一些安
全类证书，还在红十字会担任讲师。
于是，他决定以安全为核心，成立一
个专门提供安全服务的公益组织。
2011 年 11 月 8 日，在闵行区民政
局、莘庄镇、吴泾镇的帮助下，上海守
望相助社区安全服务中心成立了。

卫锋告诉记者：“这应该是上海，
乃至全国最早的草根安全公益服务
中心。”建立的初心，是想要充分发挥
民间公共安全宣传和传播的力量，将安
全意识传播到社区、学校、企业的每个
角落，提高民众的安全意识，让每个人
的生活环境更安全。“作为官方安全体
系的补充，我们愿作官方安全信息和
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发动普通民众
自求互助。”卫锋充满期待。

记者：在经费有限的第一季度，
守望相助社区安全服务中心开展了
哪些公益活动呢？

卫锋：首先是我们的常规活动

——地铁站志愿服务。在虹桥地铁

站，每周五19：00-21：00，周六、周日

9：00-11：00和13：00-16：00；在莘庄

地铁站，每周六 9：00-11：00 和 13：

00-16：00。这两大主要的客运枢纽，

我们从春运期间2月1日一直服务至

今，从不间断。这里要感谢李翌、张

平两位领队以及负责记录服务时间

的陈曦老师，在整个春运期间的团队

整体表现，得到了地铁公司的认可和

肯定。

其次，中心开展、参与区、镇红十

字会举办的活动5次，参加区红十会

与莘庄镇开展的“凝聚爱莘力量、共建

博爱家园”，以及吴泾镇的红十字会普

及员培训和救护员培训。特别是在华

东师范大学，我们对学生进行救护员

培训。我们以人体模型和救护设备等

辅助器械，详细地为同学们介绍了有

关急救的基础知识和具体的急救操作

步骤，学生们参与度很高。

记者：这样的急救知识教授给大
学生，您觉得有哪些社会意义？

卫锋：纵观两场急救培训活动，

可以说为学生们继承和发扬了“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会理念，贯

彻落实“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

服务、统一、普通”的红十字会七项基

本原则提供了机会，也让他们学到了

许多专业的现场急救知识。掌握自

救互助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一方面增

强了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在遇到

危险时可以保护好自己，也能够更好

地救助他人。

记者：据了解，你们还参与推广
了孤独症患儿的公益活动？

卫锋：是的，中心参与了闵行区

统战的“海上新力量/心动在闵行

‘新’动助力星梦骑缘——闵行区新

联会爱心助力蓝丝带公益骑行”活

动。作为区统战的新联会会员，我们

团队积极参与了本次活动，并担当本

次活动的骑行领队。此次活动以“为

爱骑行一路相伴”为主题，宣传推广

关爱孤独症群体，用实际行动倡导公

益理念，为爱接力。

上海守望相助社区安全服务中心以初心致七年

卫锋：做安全信息和民众的桥梁
路遇老人摔倒如何急救？家庭中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消防员如何拯救火灾？2011年11月8日，

卫锋在吴泾成立上海守望相助社区安全服务中心，7年多来作为为数不多的民间安全公益机构，他们
深入社区、学校和企业，力求传播安全知识到每一个角落。 青年报记者 李金哲

如果路遇老人倒地，如何操

作？卫锋介绍，首先要呼唤他，看他

是否有意识。如果没有意识，可以

先看病人胸部起伏度，是不是有很

急促的声音，是前倒还是后倒，是否

有伤及头部，是否脸色突然发青发

紫发黑。可以通过一些身体表征来

判断老人是否突发脑梗还是心脏

病。当然如果不是懂急救的专业人

员，群众最关键的还是拨打 120 紧

急电话。

如何拨打电话很重要，要赶在

黄金4分钟之内呼叫到救护车。所

谓黄金 4 分钟，是指病人在心脏骤

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

转的损害。原本电话里要花两分钟

才能说清楚，如果现在只花费50秒

或者一分钟就可以完成阐述，那么

就会增加一分钟的希望。这就要求

人们要懂得如何巧妙地打急救电

话。“第一，主动告知对方你的姓名、

联系电话号码；第二，告知病人准确

地址；第三，描述病人症状；第四，确

认救护车多长时间可以赶来；第五，

问对方是否可以挂电话。”卫锋介

绍，牢记这五点，能救人一命。

相对于突发疾病的不可控，日常
生活中的安全普及则更具有教育意
义，尤其是针对求知欲旺盛的孩子
们。在卫锋的带领下，守望相助深入
学校，积极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
开展“小小减灾官”活动。通过为孩
子们安排生动的体验式课程，让他们
分别扮演小小交通警、小小消防员、
小小急救员以及小小减灾官的角色，
来完成安全游戏的挑战。目前，已累
计开展三场，为400余位青少年传递
安全理念。

相比学校，卫锋和志愿者们跑
得更勤的地方是社区。为了让社区
居民时时将安全放在心中，让安全
知识更精准地传递出去。仅去年一
年，守望相助已为居民开展了300多
场讲座，涉及消防知识传递、民防知
识普及、救护员普及以及逃生训
练。以平均一年200场计算，服务中
心成立五年来，已举办过至少1000
场讲座活动。很多企业得知他们有
安全课程的讲座，纷纷邀请他们前
去普及。

此外，守望相助还针对社区特
殊老年人家庭开展“安全用电检

测”。“阿姨，您这个空气开关老化
了，容易引发火灾，有时间您让家人
换一下。”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已
进入老龄化社会，社区中有不少孤
寡老人，如果家中电器失火，很可能
造成人员伤亡。“虽然改变不了他们
的人生财富，但在我们的安全检测
后，他们会有意识地去更换一些老
旧电器，让生活更安全一些。”

如今像守望相助这样的民间安
全公益机构并不多。他们展现给大
众的总是公益活动不断，学校、社区，
现在连虹桥火车站的客流疏导也加
入常规活动中。可现实是，他们普遍
面临着困境，人力成本、运维成本不
断增加。有时候卫锋自己也不知道
还可以坚持做几年。

“很多企业不理解，认为我们就
该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服务，或者支付
很低廉的课程费”，卫锋很无奈。如
今团队共11人，为了靠市区更近一
些，他们搬至松江靠近闵行的一处租
来的房子内。虽然条件艰苦，可每每
做起活动，想到能让孩子们、老人们
多一份安全，卫锋就觉得心头一甜，
再苦再累都得坚持下去。

传递安全知识更能保障生命

让孩子和老人的生活环境更安全

要救人，先从打急救电话学起

教学生遇险能自救还会施救

[技巧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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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