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观察

爱在浦江蓝天下
上海社区慈善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区域服务守望邻里

碗里盛满浓浓情意

家住黄浦区外滩街道中山居委会的

张奶奶心里一直装着一碗香喷喷的馄饨，
“小时候， 如果看见邻居家包馄饨就会很

开心， 因为这天中午弄堂里的每户人家

都会吃到香喷喷的荠菜肉馄饨。 吃到馄

饨的人家也不会空碗还回去， 总要在碗

里放些好吃的作为回礼， 有时是鸡蛋、
有时是糖果。” 和张奶奶一样， 许多上了

年纪的人也都会这样的温暖记忆， 邻里

间传递的不仅是碗中的美味， 更是浓浓

的邻里情谊。
每到节假日， 中山居委会 “暖妈”

社区慈善公益服务队都要全体出动， 为

社区里的老人们送上自己亲手 做 的 饭

菜。 老人们喜欢菜肉大馄饨， 但对着馄

饨皮、 菜肉馅， 服务队里的不少年轻人

有点无从下手， 不是馅子塞得太多了，
就是不小心皮子戳破了。 好在 “暖妈”
们个个都是能手 ， 拆解开包馄 饨 的 步

骤， 耐心地教。 虽然不算太规整， 但包

含着热情和爱心的馄饨， 不一会儿功夫

就一个个地在志愿者的手中出现， 整齐

地码放成一排排精致的“元宝”。“真没想

到， 看上去娇滴滴的小姑娘， 上手还真

快。 ”“暖妈”们连连夸赞。 包好的馄饨一

定要分享。 孩子们把热气腾腾的馄饨一

一端到了社区老人们的手中。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老人们连连夸赞馄饨好吃，个
个开心得合不拢嘴。

平时，公益服务队里的“暖妈”们还

会带领年轻的男娃女娃， 为老人们包粽

子、裹汤圆，下一碗又一碗色泽诱人的长

寿面。在“暖妈”们的影响下，参加这项公

益活动的社区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社区

暑期书画夏令营的孩子们， 还在老师们

的指导下为暖妈社区慈善公益服务队设

计了标识和卡通图案，“暖妈” 的形象更

生动了。

新自治，爱先行

今年 5 月， 中山居委会的部分女性

走到一起，共同成立了“暖妈”社区慈善

公益服务队，寓意为：女同胞们用自己的

爱心、智慧、才能温暖身边每一个人。 服

务队队员由清一色的女同胞组成， 她们

中既有社区巡逻队骨干、厨艺高手，又有

民间书画家、手工艺编织达人，还有服务

于法律、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共有队员

50 名。 队伍中年龄最大的 75 岁，最小的

30 岁，平均年龄 58 岁。 服务队以发挥每

个队员的优势和特长为基础， 定期为所

处社区居民提供尊老扶幼、文明宣传、清
洁家园、文化传承、法律维权等多方位的

服务，在文明社区建设中做到“环境卫生

的守护人、安全防范的宣传人、邻里和睦

的热心人、为民服务的带头人”。
今年 68 岁的“暖妈”邬妈妈告诉记

者，“暖妈” 的出现就是希望与社区居民

分享灶台上、餐桌前的幸福秘密，展现老

城厢的平凡幸福， 倡导惜福感恩的生活

态度。

老爱幼，乐陶陶

“囡囡，快和奶奶说再见”，晚上 8 点，
刚下班的张小姐将孩子从隔壁 302 室的

张阿婆家接回家。“来，乖囡，亲一记，”八
岁的小女孩开心地在张阿婆脸上亲了一

口，背起书包和妈妈回家了。 今年 85 岁

的张阿婆是个独居老人， 子女都在国外

生活。每次孩子们提议将她接到国外去，
她都不愿意，“这里有老邻居、老朋友，大
家很开心。 ”

一直来 ，社区里 的 独 居 老 人 是 “暖

妈”们定点帮扶照顾的对象。 时间一长，
老人们觉得老是被照顾 ， 心里 过 意 不

去，“自己身体不错，是否也能为社区出

把力。 ”老人们主动找到了“暖妈”，承担

起 短 时 “晚 托 班 ”任 务———谁 家 孩 子 来

不及接，邻居老爷爷、老奶奶一起出动；
谁家孩子独自在家，爷爷奶奶们轮流上

门瞅一眼，监督不要玩火、玩电，到了饭

点还给送碗大排面。 有了老人们照看孩

子，年轻人们也能安心工作了。 在外企

工作的张小姐经常要加班，先生又长期

派驻国外 ，孩子常常独自在家 ，让她牵

肠挂肚。 如今有了邻居张奶奶的出手相

助，张小姐终于放下心来。 她说：“我父

母都是双职工，自己小时候就是在弄堂

阿婆家里长大的，没想到现在又找到了

儿时的记忆。 ” 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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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易

雪中送炭
“咏年楼”

在黄浦区外滩街道， “咏年楼”
志愿服务队小有名气。

这支服务队成立于 2011 年 3 月，
核心成员 20 人， 平均年龄 62 岁， 旨

在为街道所属 19 个居委的失能失智

老人及其家庭提供健康知识技能培训

和精神慰藉。 五年来， 团队服务总时

数 达 23419 小 时 ， 人 均 服 务 时 数

1232 小时。
目前， 多数失能、 失智老人主要

依靠家庭成 员 照 料 。 日 复 一 日 的 照

护， 心情无法放松， 很容易让老人家

属感觉疲惫， 面临沉重的压力。 “咏
年楼” 的成立， 不仅仅是能够带给老

人暖心的陪伴， 也像是热心的邻居 ，
为老人家属 松 绑 减 负 。 五 年 来 ， 团

队上门走访 ， 为 失 能 失 智 老 人 家 庭

建 立 并 更 新 完 善 了 1500 份 专 属 档

案 ， 今 年 还 建 立 了 400 份 防 跌 倒 筛

查表 。 从预 防 、 干 预 的 角 度 ， 团 队

结合社区实 际 ， 编 辑 、 发 放 防 失 能

失智健康手册 1500 份， 开展相关知

识 宣 讲 883 场 ， 受 益 人 群 达 34875
次 ； 累 计 至 今 上 门 走 访 19200 余 人

次 ， 为 失 禁 老 人 免 费 发 放 纸 尿 片

21000 片。

信得过的“漂亮阿姨”

“漂亮阿姨侬来啦！ 快进来， 侬

请坐。” 家住天津路 236 弄的陆玲珠

老人撑起身子， 开心地招呼着上门来

看望她的 “咏年楼” 志愿服务队的虞

洁雅。
陆玲珠老人已经 95 岁高龄， 记

性不好 。 但 对 于 经 常 来 看 望 她 ， 给

她送卫生用品、 陪她聊天的虞洁雅，
她牢牢记在 心 里 ， 并 称 小 虞 是 “漂

亮阿姨”。 隔一段时间， 老人就会跟

家人念叨 ： “漂 亮 阿 姨 啥 辰 光 再 来

呀？” 只要小虞踏进家门， 平时基本

卧床的陆阿 婆 ， 都 会 高 兴 地 起 身 打

招呼。
三年前， 一个偶然的机会， 刚刚

退休的小区 居 民 虞 洁 雅 加 入 “咏 年

楼”， 承担东风小区 20 多位失能老人

的信息采集、 跟踪和服务工作。 尽管

这只是志愿 服 务 ， 但 虞 洁 雅 踏 踏 实

实、 耐心细致的服务， 赢得了老人们

的信任。 时间一长， 她也成为老人们

最信得过的人。
去年 10 月， 家住台湾路的独居

老人骆阿婆急匆匆来到居委会： “我
来找一位个子高高的， 长得漂漂亮亮

的阿姨。 她一直常到我家来， 但我叫

不出名字 ， 今 天 我 有 急 事 要 请 她 帮

忙。” 居委干部一下子就想到老人要

找的一定是虞洁雅。
原 来 骆 阿 婆 的 老 伴 骨 折 手 术 ，

即将出院 。 骆 阿 婆 想 让 老 伴 到 专 业

康复机构继 续 静 养 一 段 时 间 ， 就 抱

着 试 试 看 的 心 情 想 找 虞 洁 雅 帮 忙 ，
以解燃眉之 急 。 虞 洁 雅 获 悉 后 ， 马

上联系社区 医 院 ， 向 院 方 说 明 骆 阿

婆的家庭情 况 和 面 临 的 困 难 ， 请 医

院给予照顾 。 最 终 ， 社 区 卫 生 中 心

收下了骆阿 婆 的 老 伴 ， 解 决 了 后 顾

之忧。

“你的话最管用”

自从 2011 年加入 “咏年楼”， 刘

玉玲一直为北京社区失能失智老人提

供照料技能培训、 精神关爱、 咨询服

务。
小区里有位老人因为身患肠癌开

刀后改道、 高血压、 严重股骨头坏死

等多种疾病， 平时除了看病外几乎不

能出门。 去年由于一些家庭琐事及自

身疾病的困扰， 老人的情绪很低落，
并流露出轻生念头。 刘玉玲察觉后主

动安抚、 开导老人， 用老人感兴趣的

话题来缓解她紧张的情绪。 通过不懈

的努力， 老人总算打消了轻生念头。
老人的家属感慨地对刘玉玲说： “还
是你的话最管用。”

刘玉玲负责的小区里有一位老人

脑梗后需要 康 复 治 疗 。 刘 玉 玲 获 悉

后， 立即联系专业医生， 上门为老人

做康复服务。 康复治疗的及时介入，
加上老人坚持锻炼， 没几个月， 老人

就从最初右边偏瘫卧床不起、 手指萎

缩， 到能够用拐杖走路、 气色也越来

越好了。 看到老人恢复得如此之快，
家属感激地说： “如果不是刘阿姨，
我爸恢复没这么快。 刘阿姨真是我们

的福星。”

■本报记者 何易

“莘”学堂的孩子笑声多
兴家“莘”学堂连续四年为残疾人家庭子女辅导功课

每个星期六下午，莘庄镇残联“阳光

之家”的教室里灯光明亮，来自华东师范

大学的女大学生志愿者会在这里辅导莘

庄镇残疾人子女的功课。 闵行区莘庄社

区 点 亮 残 疾 人 家 庭 的 希 望 ———“兴 家

‘莘’学堂”残疾人子女义务辅导学校迄

今已经整整走过了四年。
最初提议为残疾人子女提供义务学

习辅导的是杨其根。多年前，杨其根因为

工伤失去了左臂。但他没有自暴自弃，而
是自食其力、 艰苦创业， 干得越来越红

火。这些年里，他也一直帮助那些身处困

境的残疾人家庭。一次，一对盲人夫妇告

诉杨其根：“现在家里其它都挺好， 就是

孩子功课没人辅导。 ” 细心的杨其根发

现，这样的担忧，在社区其他残疾人家庭

中也不少。 智力助残是帮助残疾人家庭

脱困的良径。于是，在杨其根和一群志同

道合的社区残疾人志愿者共同努力下，
专门为社区残疾人子女提供义务辅导的

兴家“莘”学堂很快诞生了。四年来，兴家

“莘”学堂利用每周六下午，邀请华东师

范大学的学生志愿者以“一对一”课外辅

导的方式， 为在小学和初中就读的残疾

人家庭子女义务提供课业辅导和兴趣类

科普实验指导。
目前，兴家“莘”学堂里有来自全镇

各社区的残疾人受助家庭近 30 户，拥有

志愿者 120 多名。 许多大学生志愿者将

自己的学习方法教授给孩子们， 帮助孩

子们掌握知识点，培养学习积极性。除了

常规的学业辅导外，兴家“莘”学堂还针

对孩子们的需求，增设了各种兴趣课。每
年寒暑假， 学堂里还会举办各类丰富多

彩的拓展活动。 例如：“烘焙甜蜜， 创想

‘味’来”的“快乐暑假，DIY 中西美食”活
动，让孩子们体验烘焙的乐趣；重阳节，

组织小朋友们与社区里的老

人们小牵大手，同游植物园；
秋季， 学堂则会举行趣味运

动会， 在参与各项精彩的比

赛中， 孩子们笑声不断；“六
一” 儿童节是属于每一个孩

子 的 节 日 。 2015 年 的 “六

一”，莘庄镇团委组织了一次

“六一科技行”， 带着孩子们

走进了科技馆。高空自行车、
魔屋、 机器人……各类高科

技产品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
参观过程中， 志愿者们还为孩子们全程

讲解各类科学知识， 让他们在游玩中也

能有所收获。
这些年来，兴家“莘”学堂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莘庄镇残联无偿提

供办学用场地， 并全额承担水电等相关

费用；镇妇联等相关部门积极联系“鲁冰

花”家庭教育志愿者，为残疾人家庭提供

家庭教育指导“菜单”和教育咨询服务，
每年还为受助学生点亮一个心愿； 莘庄

镇综合党委、团委、社区学校等许多相关

部门也成为了兴家 “莘” 学堂的坚实后

盾，随时提供帮助。 2015 年，兴家“莘”学
堂被纳入区域化党建项目之一， 闵行区

机管局党委、团委、区交通委等单位也融

入其中，成为学堂的有力支持。

如今，杨其根和他的伙伴们共同成

立了闵行区昱程助残帮扶服务中心，设

立专户专款帮扶残疾人家庭，并不断规

范管理兴家“莘”学堂的日常事务。 资源

更多了 、平台更大了 、爱心项目更丰富

了……走进兴家“莘”学堂的孩子们，笑

容越来越多。
本版均本报资料照片

上海是一座充满大爱的城

市———虽然正值冬季， 但申城

处处涌动着爱的暖流。 在这里，

“蓝天下的至爱” 大型慈善活动

已经走过 23 个年头。 在上海，
越来越多社区慈善公益组织正

努力营造 “人人可慈善、 人人

做慈善” 的良好氛围， 让生活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感受

到善的力量。

满满的幸福感

还 记 得 萌 学 之 时 ， 父 亲 总 是 用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的故事教育

自 己 ， 不 要 好 高 骛 远 ， 要 踏 实 做 人 。
当我带着儿时成为超人的梦想 踏 上 社

会 ， 总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 。 然 而 这

次走进社区慈善公益组织 ， 看 着 那 些

志 愿 者 每 天 做 着 看 似 不 起 眼 的 善 事 ，
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着的灿烂笑 容 ， 那

句 “勿以善小而不为 ” 的古话 悄 悄 印

在了我的心中。
四年前， 在杨其根的提议下， 兴家

“莘” 学堂顺利成立， 解决了社区残疾

人家庭子女教育的燃眉之急； 四年间，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 兴家 “莘” 学堂

的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 活动内容不断

丰富。 四年如一日的坚持， 难能可贵。
四年间， 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到这

项公益事业当中， 兴家 “莘” 学堂的爱

心项目不断扩容， 为越来越多残疾人家

庭的孩子送去了知识与欢乐， 点亮了希

望的明灯。
随着社区老龄化程度的越来越高，

黄浦区外滩街道的社区志愿者队伍开展

了守望相助的志愿服务活动。 期间， 志

愿者们在辛勤付出的同时也同样感受到

了邻里间的深情厚谊。 “暖妈” 教会了

孩子动手做家务， 孩子们则用自己新学

到的本领孝敬小区里的老人； 有了年轻

人的嘘寒问暖， 独居老人不再寂寞， 而

当年轻人忙着工作顾不上家时， 老人们

总会及时伸手托一把， 彼此间传递的是

满满的幸福感。
据 日 前 中 国 慈 善 联 合 会 发 布 的 第

四届 “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 ” 分 析

结果表明 ， 我国城市慈善事业 总 体 发

展态势良好 ， 捐赠总额稳步增 长 ， 志

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 社会组织 发 展 迅

速。 此次抽取的 256 个样本城市表明：
2014 年至 2015 年间， 城市公益慈善整

体水平显著提升 ， 在捐赠总额 、 志 愿

者数量 、 社会组织数量等方面 均 保 持

了 稳 步 增 长 的 态 势 。 其 中 ， 2015 年 ，
样本城市的捐赠总额达到了 463.53 亿

元， 较上年增长了 6.28%； 志愿者人数

为 4619.46 万人， 较上年增长了 9.87%，

志 愿 服 务 累 计 总 时 长 增 长 了 25.67% ；
社会组织总量为 46.79 万家， 较上年增

长了 9.01%。
值得关注的是 ,社区慈善事业得到

了各地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社区慈

善组织的数量大幅增长， 样本城市拥有

的社区慈善组织已接近当地社会组织总

量的半数 。 在上海 ， 近年来公 益 慈 善

类、 城乡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发展同

样迅速。 数据显示， 本市社会组织中服

务性、 公益性社会组织占 66%。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正是这一个

个活跃在基层的慈善公益社会组织， 让

上海成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让在此生

活的人们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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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暖妈” 为社区老人送温暖。
左图： 在 “暖妈” 们的影响下， 参加公益活动的社区

青少年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