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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长宁区江苏路街道
南汪居民区原本有一支10多人
的青年志愿者队伍，历经“大上
海保卫战”后，队伍壮大至近60

人，如今这支队伍成立了自己的
青年议事团，还有了自己的阵
地。江苏路街道首个“和美家”
青年议事厅在南汪居民区挂牌，
南汪居民区90后党总支书记徐
冰冉也多了一个新身份：“和美

家”青年议事会主理人。

青年骨干担任主理人
和轮值人

南汪居民区的活动室以崭
新形象亮相，照片墙上展示了

“党有号召 团有行动”青年在
抗疫大局中闪闪发光的影像点
滴，“社区青年行动”“闪光青
年 ”“ 追 梦 人 ”“ 奋 斗 ”“ 硬
核”……橘黄和银色的各种关
键词装饰了墙面。墙上还有

“和美家”青年议事团成员介
绍，除了主理人徐冰冉外，每次
设有一名轮值人，负责议题设
定，召集会议等。社区青年智
库覆盖面更广，社区民警、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社区工作
者、物业工作人员、大学生志愿
者等都被纳入其中。

“和美家”青年议事会的促
成源于今年上半年的“大上海保
卫战”。3月，南汪居民区下辖的
新海小区因疫情被封控后，缺少
管理经验及人手，居民区党总支
迅速凝聚起一支青年党团员突

击队，包括了街道机关干部、居
委会干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护、派出所民警等，通过线上形
式出谋划策，线下积极防控，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今青年议事团由58人组
成，首次举办的线下议事会来了
近10名各行业青年，第一次议事
会围绕“常态化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展开，来自中国气象局上海
物资管理处的王大旺是首位轮
值人。从3月17日至6月初，他
辅助核酸点位的秩序管理，发放
抗原试剂和物资，一直奋战在社
区抗疫一线，还成为了南汪居民
区青年议事会的一员。“希望议
事会能真正发挥青年作用，将疫
情期间的好做法延续下去。”

江苏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队执法员洪树诚是青年议事团
成员，3月起他就支援南汪居民
区的核酸大筛，参与物资发放。
如今负责沿街店铺人员信息统
计，督促24小时核酸检测。他也
负责社区巡查，查处违章搭建
等，“这方面要依托物业、居委会

做好前期工作，对居民做好普法
工作。”

形成具有可操作性议
事成果

作为主理人，徐冰冉说，社
区需要青年参与，更需要医护、
律师等有专业优势的青年，这次
建立了平台，将每个人凝聚起
来，正好也能成为改造、改建社
区的契机。“青年看待事物的角
度是多样化的，我们已经将这次
议题发至青年议事团微信群里，
不能到现场的人也能线上参与
讨论。”

青年议事会也定下了接下
来的议题：“共学新思想”愚园初
心讲堂、社区安全稳定宣传……
由轮值人发起当月议题，采取一
月一议的形式，组织青年议事团
成员开展议事交流，形成具有可
操作性的议事成果。街道团工
委表示，想通过青年议事团带领
青年做到：重要的事，青年都知
道；难解决的事，青年会思考；居
民关心的事，青年定讨论。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本报讯 近日，2022年国家
网络安全宣传周上海地区青少
年日主题活动暨 2022 年上海
12355“青春守护季”网络微论坛
——青少年网络安全专场在支
付宝大厦举行，团市委副书记邬
斌出席并致辞。

青少年在网络空间可能会
遭遇哪些安全问题？他们沉迷
网络背后的心理症结是什么？
如何利用科学技术预防青少年
网络欺诈的产生？三位分别来
自法律、科技和心理学领域的专
家在各自的主旨演讲中一一将
答案娓娓道来。

避免未成年人涉案
监护人是关键

一名在校学生声称在网吧
认识的“兄弟”让其提供一张银
行卡给他，该名学生不问缘由便
照做了，没想到却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成为了“帮信罪”（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涉案人员。上海申浩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张
玉霞表示关于青少年的网络保
护，不仅仅是保护青少年不要成
为权益受害者，也要帮助青少年
避免或预防青少年进入网络犯
罪。“帮信罪”就是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目前已位列我国最高检发
布的罪名排行榜第三，涉案人数
众多，未成年人可能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成为网络犯罪的帮凶。
她还发现很多未成年人涉案、涉
罪都是由于监护人缺失和家庭
教育缺失，她指出：“家长是孩子
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家庭是孩子
的第一间学校。只有从根本上
改善监护人与未成年人间的亲
子关系，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对于
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

青少年被骗后易慌张
需要情绪安抚

一名未成年人游戏充值交
易失败时接到了支付宝反诈中
心客服的确认电话，“青少年在
被骗后容易慌张，需要情绪安
抚”，支付宝安全技术工程师叶
步臻通过实际案例分析了青少
年欺诈的特点。在互联网时代，
青少年面临的诈骗手法日益多
样化，青少年面临网络诈骗的风
险变高、金额变大。据他介绍，
支付宝交互式风控系统在预防
青少年欺诈风险行为方面不断
优化，一旦判断出对方是未成年
人，AI就会先说出“不要害怕喔，
我是来帮助你的”这类安抚性话
语。经过不断探索，AI反诈叫醒
产品通过AI机器人外呼功能，欺
诈劝阻支付率较推出前提高
80%，日均风险预警覆盖约50万
人次。

采用契约法
协商解决“玩手机”
如何从青少年网络沉迷问

题反思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
身兼母亲和学者双重角色的复
旦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李晓茹
为家长支招：“一要接纳现实，二
要充分理解并适应青少年的心
理成长，三要在家庭系统成长、
成熟、发展的过程中找好自己的
角色定位，理解青少年有着需要
自由、独立和选择权等多种心理
需求。”“很多人用童年治愈一
生，还有很多人用一生治愈童
年。作为一名家长，我们要帮助
孩子释放激情，先TA一步，释放
激情。”“帮助孩子理解‘不被网
络和手机捆绑’‘有节制地玩手
机’，并可采用‘契约法’进行协
商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在青少

年的成长道路上发挥好守护者
的作用。”

良好的亲子关系
是预防最好手段

在沙龙环节，家长、老师、网
络平台工作人员、心理学专家等
多方代表共同探讨为青少年筑
牢网络安全“防护网”的可行方
向。

“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的培
养和清朗网络空间的打造，需要
所有人共同努力”，蚂蚁集团公
共事务部副总监徐天一也是一
名家长，他认为“网络安全教育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做在日
常”。顾蕾，作为家长代表，说出
了自己的困惑，道出了广大家长
的心声。上海市心理学会会长
庞维国给出了相应建议。“良好

的亲子关系，是预防青少年网络
安全问题最好的手段”，庞维国
说这才是家长的制胜法宝。上
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心理教
师黄颖雯从老师的角度指出：学
校和家庭应当联合起来，用合适
的方式去教育孩子，共同让孩子
感受到家长、老师和学校都是切
切实实的关心，在现实当中给足
他们安全感。

“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也是
需要边界的，我们在保护青少
年网络安全的同时，也要注意
这一点，我们要告诉孩子们边
界在哪里，用他们能够接受的
方式去为他们普及网络安全知
识”，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黄
奕提醒家长不要管控过度，给
青少年带来太多束缚反而会适
得其反。

网络无形无界，安全必须无
处不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
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健康的网
络空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营造。

邬斌表示，要做强正能量传
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用青春
视角、年轻语态，制作和传播青
少年喜闻乐见的主题网络文化
产品；要做好“青春守护季”，筑
牢网络安全意识，以一系列线上
活动、网络论坛、文化产品和守
护者课程的形式让更多青少年
筑牢网络安全意识；要做优多方
联动，培育健康网络文化。统筹
推进共青团“有形之手”、企业

“创造之手”、家长“触屏之手”
“三手”联动，在网上主动弘扬主
旋律、传播青春正能量，动员全
社会共同努力筑牢网络安全屏
障。

为清朗网络空间贡献青春力量
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上海地区青少年日主题活动举行

嘉宾在发言中。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江苏路街道成立首个社区青年议事厅

青年议事助力社区治理。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