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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成果展温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日前，中国
福利会少年宫一间会场内欢歌笑
语。这里正在举行“爱心助我高飞
——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成长，拓
展‘慈善热线’服务功能，朗诵班、美
术班、电脑班、合唱班项目成果展示
活动”。自2008年起，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和上海市关心下一代研究中心
精心策划组织“爱心助我高飞”项目，
11年来为外来务工人员、贫困家庭
子女提供免费的艺术、电脑、家庭教
育培训课程，受益学生家长数千人，
受益学校14所，并且结合街道展开
多渠道、多形式普及家庭教育知识。

无人机论坛关注公益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2020年1月
11日，2019全国青少年航空·无人
机科普教育高峰论坛在衡山宾馆举
行。来自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
教育学会·青少年创新思维教育研究
中心等150人出席了会议。青少年
无人机科普教育项目2017年从上海
起步，三年共计130万人次参与。在
论坛上，来自政府部门、行业管理部
门的代表及专家学者们围绕无人机
和人工智能科普教育以及如何用公
益力量助推人工智能科普教育造福
人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为
全国·航空无人机科普教育的未来发
展，探讨了途径方法，指明了发展的
方向。

银行人关爱特殊儿童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日前，来自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的50多位青年志
愿者来到上海杨浦区扬帆学校，为学
校患自闭症等特殊儿童共同开展“万
人同绘一幅画”的志愿者公益行动。
孩子们在浦发志愿者的协助下，发挥
想象力，用画笔绘制出了一幅巨幅画
作，展现了他们心中的美丽家园——
上海。而志愿者们则看见了在城市
另一处有这样一群孩子并深受感染：
孩子们不会抱怨上天带来的不公，仍
然努力生活着。活动最后，志愿者们
还为参加活动的特殊儿童送上了新
年爱心大礼包。

助大学生起航新媒体

本报讯 实习生 张晨曦 记者
陈诗松“言职社”“职启营”“趣玩吧”

“实习吧”……近日，由摩根大通和恩
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携手发起的支
持普通高校大学生在新媒体行业培
训实习的“新烁计划”第二季圆满闭
幕。大三年级学员汪佳颖介绍自己
已经独自建立起了互联网学习成长
群，希望能通过自己和身边优质圈子
的力量为同学们求职助力。

据了解，“新烁计划”第二季至今
已持续运营15个月时间，共组织了
61场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190名学
生通过该计划获得了实践机会，69名
学生更是成功参与实习，受益学生总
人数超800人。

关爱留守儿童 改善乡村教育环境

让6岁孩子每天不再跋涉6万步
1月7日中午，马云乡村教

育午餐会上，云南省镇雄县黄连
小学学生的上学路引起了马云
和上百位企业家的广泛关注。
在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花山乡
黄连小学，近200名孩子靠走路
求学，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最远的家距离学校单程 14 公
里，一天上学、放学就要走6万
多步。

但这一切已经在爱心人士
的帮助下得到改善。

青年报记者 孙琪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谁是普陀区生活垃圾分
类时尚达人？新的市民修身市级示
范点在哪里？日前，在普陀区举行的

“辉煌七十年，修身新风尚”2019年
度上海“市民修身行动”展示表彰活
动上，不但发布了《新“七不”规范》宣
传片，表彰了20名普陀区生活垃圾
分类时尚达人，绿波廊酒楼等100家
文明餐厅、青浦区美都环卫徐泾班组
等 20 个进博会最美服务窗口被授
牌，万代南梦宫上海文化中心等50
个场所还被新命名为市民修身市级
示范点。

刚过去的2019年，上海围绕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在 16
个区巡回举办“辉煌七十年，文明
新风尚”上海市民修身嘉年华主题
活动，吸引 40 多万人积极体验参
与，市民修身实践活动广泛开展，
深入推进垃圾分类，新“七不”规范
深入人心。

全年开设 180 余条修身路线，
932个修身点位，全年市民修身注册
人数达到120多万，参与人次400万
人次，累计培育修身基层活动基地
900多个，命名市级示范点150个，特
色项目90个，全年近2000万人次参
与市民修身行动。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
任潘敏在活动上强调，2020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要全面推动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巩
固深化“市民修身行动”，更加注重创
新载体、丰富形式、拓展阵地、延伸领
域，提高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普陀区委书记、区文明委主任曹
立强表示，2020年是普陀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也是基本建成“科创驱动转型实
践区、宜居宜创宜业生态区”之年，要
以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区为总抓手，
加快补齐城区管理短板，搭建各类共
商共议平台，让更多市民参与其中、
当好主角。

全年近2000万人次参与市民修身行动

云南省镇雄县黄连小学位于高
寒地区，海拔2100米。这里的学生
走路上学，最远的一天往返要走6万
步。“冬天凌晨，不少孩子5点起床，
打着火把、手电走山路，下午三四点
又要放学往回走，一天走在路上的时
间甚至超过了在学校上课的时间。”
黄连小学校长谢汉江心疼地介绍。

“我每天6点钟起床上学，要走两三
个小时，有些地方路很窄，一不小心
就会掉到池塘里面去。”有孩子委屈
地说。

这种情况在2019年5月已得到
改变，这些孩子们搬入了黄连小学的

寄宿制新家。2018年，马云公益基金
会经过考察，对黄连小学启动寄宿制
改造，黄连村原有的 3 个教学点合
并。现在，全新的黄连小学建有24间
宽敞明亮的宿舍，乡村寄宿制项目还
进行了生活空间改造，“阅读吧”、美术
室、音乐室、少年宫、乐高室一应俱全，
打开了乡村孩子的视野；“亲情吧”让
留守儿童可以和父母视频通话；孩子
们一日三餐在学校就餐，学校食堂的
菜单还经过中国营养学会专门设
计。原来每天要走6万步的山路，寄
宿后现在一周只需要走一次。

“寄宿后不用每天奔波在路上，

孩子们有了更多时间学习。老师白
天上课，晚上辅导学生作业，同时担
任生活老师，教他们洗澡、刷牙，养成
了科学的卫生、生活习惯。”谢汉江
说。

更为重要的是，撤点并校后，黄
连小学的师资资源得到了集中、合理
配置。过去，黄连村 3 个教学点分
散，师资不足，每个教学点只有2位
老师，隔年招生，一个老师代一个班
全部学科。新的黄连小学拥有13位
老师，其中8位是90后年轻教师，有
了专业的美术、音乐、科学老师，学生
们也拥有了更大的梦想。

■益心益意

课余时间，学生们在“阅读吧”。 受访者供图

曾经求学路 打火把、手电跋涉6万步

五年级的小敏曾跟随父母在福建
打工地上学，今年，她重新回到黄连小
学读书。“我最喜欢学校的美术室，我
喜欢画画，我的愿望是当一个画家。”

六年级的杨胜因为求学路难，从
小跟随打工的父母在河北唐山上学，
今年秋天，他重新回到了家乡。“原来
在唐山没有朋友，父母没时间陪我。
住在学校后有了更多的朋友一起玩、
一起学习。我最喜欢学校的阅读吧，
以前的学校里没有。”

花山乡中心学校办公室主任王

浪介绍，寄宿制实行半年后，黄连小
学的学生成绩有了大幅提升，“更重
要的是，孩子们变得愿意沟通、更加
自信，适应能力也提升了。黄连村是
深度贫困村，一直以来教育发展滞
后。现在，黄连小学成为了当地教育
脱贫的新希望”。

“寄宿制解决的不是教的问题，
而是育的问题。寄宿制让培育、文
化、生活体验融为一体，为乡村留守
的孩子们搭建一个阳光、灿烂、充满
希望之处。在这里，大家白天上课学

知识，晚上展开各种兴趣活动，把教
和育结合在一起。”2019年，马云在
乡村教育午餐会上分享乡村寄宿制
改造的思考。

据了解，自2018年启动寄宿制
项目以来，截至目前，马云公益基金
会已在全国9所贫困乡村学校进行
了寄宿制改造，让6027名儿童、271
名教师直接受益。马云公益基金探
索出了“基金会-企业-教育系统”的
三方合作模式，形成了可复制的乡村
寄宿制学校建设和管理经验。

如今寄宿制 让漂泊儿童回乡安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