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益·行动2023年8月8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梁超业 美术编辑应毅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孩子们精彩纷呈的公益课程背后

“家社”共育串起社区治理新格局
相对来说，每个社

区的睦邻中心里最常见
到的是老年居民，像杨
浦区控江路街道睦邻中
心这般几乎每天都充满
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实属不多见。近日，控
江路街道睦邻夜社团项
目被评选为杨浦区“十
佳”睦邻项目，从吸引到
凝聚，从受益到参与，从
服务到治理，社区成功
引导亲子家庭以主人翁
姿态参与到社区治理
中，撬动了一个以老旧
公房为主的社区的新活
力。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益心益意

结对参观艺术展
走进“星星”的世界

本报讯 记者 明玉君 如何
让更多的人走近“星星的孩子”，
了解并与之相处？近日，炫璞公
益的志愿者陪伴“星星的孩子”
在蟠龙天地游览，他们一起坐游
船、观看“画言俏语”青少年画
展、DIY制作凉扇……虽然天气炎
热，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

炫璞公益负责人徐敏介绍，
“陪伴星星的孩子（孤独症）”活动
自2017年开始，每年坚持举办，
既有室内，也有户外，包括文创
类、农场类活动。她强调，希望以
此让更多的人走近“星星的孩
子”，一起陪伴结对，在活动和交
流中更加了解他们，“他们是一群
有爱好、有梦想、希望被认可的孩
子，也希望‘星星的孩子’能够越
来越自信，大方展示自己。”

当天，13位志愿者中，既有
小学生，也有初中、高中和大学生
志愿者。他们全程陪伴6位“星星
的孩子”，在相处交流中互相了
解，加深了友谊。“我结对的徐圣
杰小朋友健谈又开朗，喜欢用绘
画和歌唱表达自我，在得到美食
时会第一时间想着与妈妈和弟弟
分享，让一份快乐变成双倍，甚至
多倍的快乐，她的单纯、童真与体
贴让我感动。”志愿者陆思彧是一
名大一学生，活动结束后她开心
地表达着结对的喜悦。她坦言，
非常期待下一次的志愿活动，也
衷心希望小朋友们能健康快乐地
成长，人们能多多了解这些孩子，
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看着孩子们之间能够愉快
相处、快乐观展，“星星的孩子”
桐桐家长也难掩激动之情。“桐
桐玩得很开心，还交到了新朋
友，希望后续有更多此类的互动
活动。”

社区共享空间
探索儿童成长

本报讯 记者 丁文佳 今年
暑假，在奉浦街道天鹅湾生活驿
站里，孩子们做手账、玩游戏、听
故事，还参与职业体验活动……
这是“驿起童行，创享人生”儿童
成长小组组织的公益项目，该公
益项目关键词为“探索”和“创
意”，旨在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快
乐成长、用手工日志记录下成长
的瞬间，拥有除家与学校之外的
第二生活及活动空间。

整个八月，驿站将结合职业体
验与探索的主题组织开展8次公
益课程，制定多元化主题活动，让
孩子们体验不同职业的特殊性，鼓
励家长与儿童共同积极参与。

生活驿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社区服务阵地，在做好基础
社区服务的同时，努力成为社区
建设的重要一环，以丰富的活动
焕发空间活力、提升社区温度，
让“政府开办的服务机构”成为
人人可参与的社区共享空间。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本报讯 充满力量感的佤族
甩发舞、迭部县独有的藏族尕巴
舞、欢快活泼的瑶族长鼓舞、傣
族师生和志愿者在现场快乐“蹦
傣迪”、纳西族师生带大家认识
东巴文……近日，来自5个民族
的44名师生在上海静安区青少
年活动中心，进行了两场精彩的
民族才艺汇演，超过800名观众
到场，一同欣赏节目中各族青少
年的精彩表现。

这场“来自大山”2023年民

族才艺汇演由上海益优青年服
务中心主办，上海市静安区青
少年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由来
自傣族、佤族、藏族、纳西族和
瑶族的孩子共同呈现，他们通
过舞蹈、音乐、互动表演等多种
形式，展示他们本民族独特的
文化魅力。整场演出以上海孩
子寻找民族宝藏的过程为主
线，将5个民族的才艺表演和民
族文化贯穿其中。把汇演融入
故事情节，从而使得整场汇演
的观赏性和趣味性大大增强，
是今年才艺汇演主题“石榴花

开”的创新所在。
据悉，“来自大山”民族文

化教育与各族青少年交流公益
项目，通过在民族聚居地区公
益支持中小学开展民族文化教
育课程，为孩子们创造学习本
乡本土本民族歌曲、舞蹈、乐
器、手工艺、语言文字的空间和
在学校、家乡、城市进行文化交
流和才艺展示的舞台，帮助孩
子们找回对于自己民族的美好
记忆，升发更多基于对自己身
份认同的自尊和自信。

与此同时，每年暑假，“来自

大山”公益项目还举办民族文化
交流夏令营，邀请民族聚居地区
的师生来到上海进行文化交流
体验活动，并共同登上上海的大
舞台，呈现一场精彩的民族才艺
汇演。为各族青少年的成长提
供了一个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
他们与各类企业、爱心家庭进行
了广泛交流，在夏令营同吃同住
的这段时间全面交往，在筹备才
艺汇演的过程中认识彼此的民
族文化，深度交融后共同呈现一
场精彩的才艺汇演，从中收获更
深层次的体验和成长。

控江社区双职工家庭比例
很高，幼儿园和中小学的数量也
较多，因此亲子家庭成为了社区
治理的最大受众，而如何将这一
群体从简单的受众转换为治理
者，从而让社区高效率运转，正
是睦邻夜社团项目成立的初
衷。以睦邻中心为例，如果纯粹
将亲子家庭吸引过来，一两次或
许不难，但想要可持续发展下
去，睦邻中心需要设置哪些活
动？所幸控江睦邻中心有着良

好的公益组织合作基础，由公益
组织牵头联系师资，打造出了一
系列丰富多样的课程，解决了孩
子放学与家长下班之间的时间
差难题。

围棋、实验、跆拳道、篮球、
沪语……控江睦邻中心成立了
近 50 个夜社团，吸引了 800 多
个亲子家庭参与。在组建夜社
团的过程中，街道通过调研了
解亲子家庭需求，并整合服务
资源回应这些需求，从内容设

置到服务品质，从安全保障到
时间场地，从社团报名到自组
开团，让家长感受到这不仅仅
是一个服务平台，还是可以全
过程参与的平台。

与此同时，在社团活动如火
如荼开展的过程中，街道引导社
会组织发起各类公益活动，并在
这些公益活动中关注和挖掘青
年志愿者，陆续发起议事活动，
引导亲子家庭走进社区参与治
理，助推形成基层治理共同体。

在组织各项活动时，少不了志愿
者参与，街道通过线上线下的各
种活动，创造各种机会来发现热
心的有公益心的家长，并建立了
睦邻社团的志愿者库，进行分类
管理。因此，在参与活动的800
个家庭里，已经有120余名长期
志愿者、36名核心骨干志愿者。
控江居民不仅走出了家门，走进
社区，还逐渐走向社会，这是控
江睦邻中心三个阶段推进的实
际成果。

来自大山的各族青少年登上公益舞台

在民族文化深度融合中体验成长

“家长们引进社区的资源经
过调配，可以进一步根据所有家
长的需求再拓展，这样能找到的
资源就越来越多了。”罗鑫申是
控江路街道的长期志愿者，也是
核心骨干志愿者，更是一名二年
级学生的家长。他在暑期为夜
社团的沪语活动周对接了上海
沪剧院的资源，此前也利用自己
环境工程的专业背景，借助世界
环境日为孩子们引入了双碳科
普课程，由于经常积极满足大家

需求，链接社会公益服务资源，
被其他家长亲切地称为“资源达
人”。如何让更多家长的社会资
源为社区公益服务所用，正是常
常参与议事会的他坚持探索的
课题。

身为家长，他迫切关注着孩
子的教育需求，为七岁半的女儿
报了好多个夜社团，“这对孩子
来说是比较好的尝试，我希望她
多看、多听、多接触，不用求甚
解，只要找到自己的兴趣方向就

可以。”但他坦言，虽然长期在街
道参与志愿服务，但第一次接触
夜社团时，心里还是忍不住打了
问号：要在场地规模较小又受限
的睦邻中心开设公益课程，它的
运营模式究竟是怎么样的？后
来经过他的细致观察，发现夜社
团的运营模式真正地交由社会
组织，并且在互动中真正感受到
了大家对待公益的真诚。

罗鑫申总想着维护好当下
盘活的资源，让夜社团项目持续

下去，因此他提议进一步加强项
目监管，“我认为可以成立一个
相关监管小组，在不增加街道工
作人员压力的前提下，由志愿者
来承担第三方监管职责，定期收
取公益运营方的执行报告，再由
志愿者提交监督报告。”从一开
始的疑虑，到主动引入资源，再
持续出谋划策，不断优化落实项
目来提升居民幸福感，这是控江
社区一名家长志愿者的缩影，更
是项目成果的生动体现。

从服务品牌到治理平台：打造有温度的社区幸福生活

从疑虑到全过程参与：家长志愿者主动探索可持续治理

控江睦邻中心打造出一系列丰富多样的课程。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