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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顾一琼） 昨天是第

34 个 “国际志愿者日 ” ， “为志愿加

油———2019 上海市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季 ”

启动仪式在位于徐汇滨江的西岸美术馆举

行。 记者获悉， 全市将在盘活存量、 统筹

资源基础上， 大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 构建覆盖全市的文明实践三级阵

地网络， 建立以志愿者为主体力量、 志愿

服务为基本方式的有效运行机制， 推动上

海志愿服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启动仪式现场， 《上海市志愿服务发

展报告》 ———垃圾分类专题调查成果正式

发布， 显示有 79.8%的上海市民在没有监

督员的情况下也会主动完成垃圾分类。 市

文明办、 市志愿者协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近期联合开展面向全

市注册志愿者和市民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

示： 经过数月 “攻坚战”， 有关垃圾分类的

主动意识、 自觉行动， 以及分类成效等都

获得了较高的市民满意度。 截至 11 月底，

共回收有效问卷 1477 份。

调查显示，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 自 7 月 1 日正式施行以来， 市民逐渐

形成对垃圾分类的正确认识并付诸行动 。

有 71.6%的市民能够准确区分不同颜色的

垃圾桶所分别对应投放的垃圾种类； 大家

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实施效果也有较高满意

度———调查中 ， 有 74.2%的市民对生活垃

圾分类实施效果给出了 7 分及以上 （总分

10 分） 的评价。 此外， 近四成受访志愿者

表示参与过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 。

从参与的具体活动来看 ， 75.7%参与过宣

传推广活动， 如协助配合社区进行生活垃

圾分类宣传等 ； 66.5%参与过投放引导活

动， 如引导示范居民正确投放生活垃圾等；

54.4%参与过社会公益活动 ， 如组织或服

务于垃圾分类、 环保等公益活动。

调查中， 志愿者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获得较高认同 ， 有 75.2%的市民认为 ，

志愿者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发挥了

较大作用。

昨天是国际志愿者日， 上海各类志愿者纷纷开展形式多样

的志愿服务活动，据悉，“有时间当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已

成为很多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 图为徐汇区长桥街道体育花苑

小区广场，志愿者们正在指导市民进行垃圾分类。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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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疗愈的家庭问题需求助专业力量
“北大博士后失联20年”引热议

日前 ， 一则 “北大博士后出国后失联

20 年” 的消息登上热搜， 文中提到 ， 1999

年， 当事人在北京大学读完博士后就工作出

国， 从此与家中再无联系。 其母病危盼见他

最后一面， 然而他只回了七个字： 清官难断

家务事。

文章颇有指责这位北大博士后的意味，

但出人意料的是 ， 在社交网络平台上 ， 持

观望态度的网友占大多数 ， 支持者亦不在

少数 ， 甚至有人借机倾诉年幼时受到的来

自原生家庭的伤害 。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赵芳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 家庭问题早该在萌芽初期就寻求解决

方案 ， 尤其是家庭出现了无法自我疗愈的

问题时， 更需要社会专业力量的帮助。

幸福千篇一律，不幸却千姿百态

都说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 不幸的生活

却千姿百态。难以想象，很多人回忆起自己的

成长经历并非甜蜜，而是痛苦。留美硕士王猛

拉黑父母 12 年，再也不回家过年，并写下万

字长文，指责父母过分操纵其人生；新加坡华

裔小提琴家陈美从小被母亲逼着学琴， 功成

名就之时仍难忘儿时痛苦， 最终与母亲断绝

关系……

从业36 年 ，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

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亚松见过太多类似的

遗憾 。 门诊时 ， 父母焦急地想要帮助那个

被标记为 “有病 ” 的孩子 ， 却不曾想自己

才是这 “疾病” 的根源。 杜亚松说： “家长

们自以为是为了孩子好， 不过是一颗裹着砒

霜的糖。”

亲子关系是困扰青少年主要
问题之一

亲子关系是困扰青少年的主要问题之

一，而当亲子关系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那么

孩子的很多心理问题也随之解决。

统计数据显示，在松江区 40 多所中小学

学生咨询的问题中， 关于亲子关系的心理咨

询数量排到了第三位。

松江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老师

章诚告诉记者，孩子的问题多半来源于家庭，

最理想的情况是孩子与父母一起接受心理咨

询。事实上，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

年精神科， 家庭治疗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治疗

方式。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出自己的苦衷

与困惑时，很多事情往往能迎刃而解。

要学会成为合格的父母

杜亚松说，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父

母也应该学习成为合格的父母。 他给父母开

出“一帖药”：做合格父母的标准只有一个，当

孩子提出要求时，你会给予回应，当孩子没有

要求时，你不去打扰他。

“矛盾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 首先父

母或孩子能否认识到这是心理不健康造成

的， 比治疗身体的疾病更重要。” 华东理工

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龚秀全建议，

日常社区或者学校可以开一些心理辅导的

课程 、 讲座 ， 不仅对学生更要给家长普及

心理知识。

对此， 赵芳表示认同， 心理健康服务应

该从社区中成长起来， 为大众提供在身边的

专业服务。 未来要逐步整合、 梳理各方社会

资源， 建立形成清晰、 成熟的社会心理健康

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李晨琰 储舒婷

举办学术会议，为何发出全校总动员
上海财大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城市发展需求，整合全校资源打造新型智库

一场在学校里貌似平常的学术论坛，却

让上海财经大学发出了 “全校总动员”———

今天，上海财大举办的“长三角国际论坛”开

幕。距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仅 6 天。

这场聚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国际性学术

论坛吸引了包括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内的多位海内外学界大咖参与。

在办学过程中，如何鼓励更多师生主动

把论文和课题写在祖国大地上？上海财大给

出的方案是：用智库来牵引。据悉，承办这次

学术会议的主力之一正是校内新建的高端

智库———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长三角与长江经济

带发展研究院院长许涛开门见山：“智库不

仅是聚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想库，也

是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急需、开启高层次人才

培养的全新阵地。 ”

打造“智库通识”班，把课堂
搬到长三角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已

一年有余。区域经济在一体化发展中会出现

什么新情况，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解决方

案在哪里？在大学的课堂上、书本中，都难以

找到现成的“标准答案”。 对高校来说，这也

是一项必须求解的人才培养“课题”：国家重

大急需，如何导入课堂？ 服务国家战略的意

识，如何深植于学生心中？

今年 4 月，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

究院在上海财大揭牌成立。这一全新打造的

智库不仅汇聚该校金融、经济、会计等多学

科领域专家，整合全校优势资源、放大育人

效应，也纳入了校方的考量。

今年国庆黄金周之后，长三角与长江经

济带发展研究院开设“智库通识”课程班。随

后，40 多名师生开启了一次全新尝试，把课

堂搬到长三角这片改革热土上。在苏州市相

城区，上海财大师生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

田野调查。 在当地“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展

示中心”， 老师和学生一边听取一线职能部

门负责人介绍研发社区在产业、交通、公共

配套等方面的规划，一边现场思考、提问。

智库要建立在实践第一线

据了解，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

院在顶层设计之初，就导入了全校所有的优

势学科。 不仅聘任了一批知名学者、二级学

院院长担任首席科学家，确保学术研究的高

水准，同时还确立了一个鲜明导向：智库不

仅要发挥咨政的功能，还要组建团队、切实

参与改革实践。

今年暑假，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

究院牵头组织了一次“嘉善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的实地调研活动。 这次实地

走访， 让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

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院长刘莉亚意

识到，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学校智

库所着重研究的领域， 与一些省市科技金

融、绿色产业布局紧密相关。

“纸上得来终觉浅，智库要建立在最活

跃的实践第一线。”在许涛看来，只有让研究

人员“扑下身子把一线情况摸上来，把施工

现场放到一线去”， 从具体实践层面凝练出

的理论才是真学问，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研

究不仅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其成果也能更好

地用以指导实践。

师生与国家发展同向而行

11 月 29 日，上海财大英贤图书馆的一

间会议室人气爆棚： 来自上海市青浦区、浙

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6

个镇的 22 名镇长、书记、企业代表汇聚在一

起。 上海财大“2019 千村调查一体化示范区

调研点———总结和回访大会”在这里举行。

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

院长张学良告诉记者，“千村调查”是校内持

续开展 12 年的覆盖全校学生的暑期调查实

践项目。 今年，学校专门在年度“千村调查”

中增设上述三地作为调查点，由研究院组织

调研团队开展调查。

这次的会议是由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

发展研究院出面，把当地的政府、企业、基层

的代表纷纷“请进来”。 比如，不少村支书跟

学生们讲解他们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进程中看到的、 正在着手解决的热点问

题；参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发展

方案的前期研究和决策过程的政府官员，就

如何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升区域整体竞争

力做了专题分享……

在许涛看来，大学要培养学生的格局视

野、家国情怀，必须千万百计调动和激活学

校各方面智力资源。 而在智库这个平台上，

学生和全校各领域专家学者能够一道走进

基层、 走进乡村。 以智库为创新人才培养

的载体， 有助于更多高校师生聚焦中国改

革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通过积极

参与社会实践， 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

力水平。

■本报记者 樊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