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都市2024年2月1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沈清 美术编辑翁浩强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今年上海市民生活将有哪些新改善？2024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昨天发布，共安排10方面、34项。主要特点是“三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
重普惠共享、更加注重补齐短板、更加注重功能提升。与2023年相比，项
目总数增加2项，新增项目为17项，新增项目数量为近三年最多。

上海发布2024年为民办实事项目

开办650个小学生爱心寒暑托班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作为一名江桥青
年，我很期待能在这个寒假，带
着去年的暑托班经验，和我的
团队一起为‘邻里’的弟弟妹
妹带来新鲜的课堂体验。”来
自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中
文教育学院的志愿者黄一非，
是去年徐汇区爱心暑托班的

“最美志愿者”。最近，在离家
仅有数百米的华江小学，她带
领着一支由经验丰富的“老”
教师组成的新队伍，来到了首
次开办的爱心寒托班，回归最
熟悉的讲台。有趣的是，00后
黄一非这一次给妈妈的学生们
上起了课。

回归江桥
有动力更有压力

时隔5个月再上讲台，黄一
非和团队同学们带来了按整天
编排的“上经贸大课堂日”。他
们将以理论宣讲、文化品鉴、劳
动教育、数学启蒙等多个维度，
在两周的时间里为爱心寒托班
的孩子们传播知识、带来欢笑。

“看到授课点安排。我才
发现我竟然会给妈妈的学生们
上课。”今年，黄一非回到家庭
所在地的爱心寒托班授课。当
被问起这一次和上个暑假的经
历有何不同，她直言身边这群
颇有缘分的小朋友会让自己有
些“包袱”。黄一非的母亲是上
海市嘉定区卢湾一中心实验小
学一位颇受好评的教师。茶余
饭后，黄一非和母亲交流最多
的话题之一，就是工作时发生
在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故事。

“我希望能交出一张满意
的答卷，让孩子们能像喜欢听
妈妈上课一样支持我的课程。”

再登讲台
有喜悦更有挑战

和黄一非一样，参与首轮
授课的所有骨干志愿者，都是
来自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大二年
级的学生。上个暑假，他们分
别在松江、徐汇、闵行等区参与
了爱心暑托班的志愿服务。单

独讲授一门课，对他们而言早
已不是难题。如今，从一天一
节到一天四节，如何让孩子们
接触到设置丰富、类型有别的
课程，却着实给志愿者们带来
了不小的难度。

在设计新课时，团队充分研
究本次授课点的区位特征，进而
想到了供给一组文化体验课
程。“这次寒托班的举办地华江
小学地处海蓝路与华江支路的
上海海派文化园，一直是我们本
地学校中上海传统文化、非遗文
化进校园的排头兵。而我所在
的上经贸大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也长期开展‘文以载道’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沙龙。因此，我们本
次课程的一大创新点就是以‘文
化’作为纽带，将大学、小学的课
堂紧密相连。”

承担剪纸、茶文化授课的志
愿者徐沁瑶告诉记者，为了将这
一季的爱心寒托班课程做成体
系，团队结合寒托班课程缺口，
将校内第二课堂开展的一系列
活动凝练整合，从德育、智育、美
育、劳育四个方面设计了符合小
学生身心特点的系列课程，希望
在授课中让孩子们学有所得、得
有所思、思有所获。

整合资源
有专业更有趣味

在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团组
织的牵头下，本次爱心寒托班课
程采取“按需征集、揭榜挂帅”的
拼盘模式，引进了多门专业品牌
课程。其中，《惊喜寒托班》的课
程，就来源于已有十年历史的

“小书包里的经济学”课程，并由
经济学专业的陆玥同学主讲。

“大家都抽到了小礼品，有没有
小朋友羡慕其他同学想交易
呀？”她通过情景教学，深入浅出
地迅速将孩子们带入了“交换”
和“货币”的专业领域。

同样，“数说”课程也是来源
于学校孵化多年的品牌。本次
授课，来自学校统计与信息学院
的小老师们将把数字作为切口，
带领同学们纵览环保历史、感悟
能源革命、环游美丽上海，在趣
味解读中走近生态文明。

■从暑托班到寒托班

这一次，00后小老师
给妈妈的学生们上课

00后黄一非给妈妈的学生们上起了课。 受访者供图

01
新增 4000张养老床位、800张困难重

度残疾人养护床位，改建3000张认知障碍
照护床位；

新增30个社区长者食堂；
新增30个乡村长者照护之家；
打造60条敬老爱老服务公交线路。

02
开办500个小学生爱心暑托班、150个

小学生爱心寒托班；
新增 3000 个公办幼儿园托班托额、

7000个社区托育“宝宝屋”托额；
打造100个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
为300户困境未成年人家庭进行“追光

小屋”居室微改造。

03
新增筹措供应 3万张以上新时代城市

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
建成350个“15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

就业服务站点；
新增培养高级工及以上技能人才4.5万

人次；
建设改善1000间生产一线职工工间休

息室。

04
完成100个公交站台适老化改造；
完成 1200座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

改造；
更新投运400辆无障碍低地板新能源

公交车；
为500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

障碍改造。

2024年为民办实事项目，着力解决市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更加注重

普惠共享。注重实事项目的精准性、覆盖面，在市民一直关心的养老、托幼、安居、就业、教育、医疗
等方面，延续和新增了一批需求大、反响好的项目，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二是更加注重补齐
短板。安排了一批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实事项目，着力补齐城市公共安全、“老小旧远”等短板弱项。
同时紧贴市民需求，首次将广受关注的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纳入今年实事项目。三是更
加注重功能提升。在推进硬件类项目建设的同时，注重功能导入类项目建设，持续增加设施资源，
提升服务能级。今年34个项目中偏功能提升的有16项，为近三年最多。 本报综合报道

为困境儿童置办一张“梦想书桌”。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郭容 摄

05
为50万户瓶装液化气居民用户更换燃

具连接软管和调压器；
建设150个社区微型消防站；
为80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智

能水表安全监测服务。

06
建设50家开展中医药特色巡诊服务的

社区卫生服务站，新建30家社区护理中心、
15家社区康复中心；

培训8万名持证应急救护员。

07
新建30个社区市民健身中心；
新建改建60条市民健身步道；
新建改建150片市民运动球场；
新建改建600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60个市民（职工）健身驿站；
新建改建60座口袋公园；
新增30座城市公园24小时开放。

08
新增1万个公共（含专用）充电桩、20个

共享充电桩示范小区，完成1万个存量充电
桩智能化替代；

完成1500个住宅小区地下车库移动通
信网络覆盖；

推出100家早餐工程示范点；
升级改造80家标准化菜市场。

09
完成200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改造；
完成10万户乡村“美丽庭院”建设。

10
建设完善并规范运作353个“三所（派

出所、律所、司法所）联动”纠纷调解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