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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修补补”到科技服务

为民服务花样多，42年风雨无阻
■益心益意

从一次差点收不了摊
到每月20日总想做点什么

自1982年至今的42年里，陶依嘉准时出现在每一次的南京东路学雷锋志愿服务摊位，每月20
日便是其中一个固定的日子。她在这一天早上七点至九点的时间风雨无阻，同时也见证着志愿者挖
空心思找事情做，因此为民服务的“花头”层出不穷。每次来到南京东路学雷锋服务的现场，占据大
部分的“修修补补”项目依旧广受追捧，而与时俱进的科技服务也崭露头角，通过南京东路学雷锋志
愿服务清单的变迁，也让市民回顾生活里一路走来的精彩。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情暖三月
与爱“童”行

本报讯 记者 丁文佳 实习
生 蒋佳依 阳春三月，一场名为

“与爱童行”的活动在广中社区
的“彩虹宝宝屋”举行。“彩虹宝
宝屋”为社区内1-3岁幼儿家庭
提供照护服务。在充满温馨的
宝宝屋里，老师们认真为孩子备
课，志愿者在日常工作中默默付
出，用爱心和耐心陪伴着孩子们
的成长，为宝贝们营造健康安
全、充满温度的成长环境，也让
家长感受到“15 分钟托育服务
圈”的意义。

“您辛苦了！我爱您！”宝宝
屋的孩子们亲手制作了精美的
花束卡片，向在场的家长、志愿
者、老师送出了最纯真的感谢。
在欢快的乐声里，孩子们纷纷拿
起乐器演奏，跳起了可爱的舞
蹈，他们灵动的舞姿和纯真的笑
容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在参与宝宝屋的志愿服
务后，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孩子
们的需求和成长变化。”作为家
长志愿者代表，懒懒妈妈在分
享中提到自己的孩子在刚来宝
宝屋时不愿意喝水，让她十分
苦恼。然而在短短的一个月时
间里，老师细心地发现了这个
问题，通过绘本带读、行为干预
和心理辅助等方式，帮助孩子
改变喝水习惯。孩子们的变化
让妈妈们惊叹不已，也为宝宝
屋的初心、老师们的专业、志愿
者的爱心所感动。

家门口健康义诊
良性驱动服务能级

本报讯 记者 丁文佳“我
腿上有点痒，一开始没有当回
事，没想到抓了几次后就长红斑
和皮屑，很快蔓延全身。”3月17
日，王先生在上海市东方医院门
诊大厅的“皮肤健康关爱日”健
康咨询活动的义诊摊位前，在专
家告知下才知道自己所患的是
银屑病。这天，义诊活动吸引了
大批患者前来，医学专家谈到，
银屑病随着近年来生物制剂疗
法的出现，让大量患者的病情得
以控制。

据悉，银屑病虽为常见病，
但迄今为止，银屑病的治疗还不
能实现彻底除根，容易引起患者
心理方面等问题，因此关于银屑
病的公益活动一直在广泛开
展。为了进一步提升大众对于
银屑病的关注和认识，义诊专
家、华山医院皮肤科主任吴文育
表示，活动由知名皮肤科专家牵
头深入基层，兑现医务工作者为
基层、为大众服务的宗旨。上海
市东方医院皮肤科主任徐楠表
示，本次论坛尤其是健康咨询活
动邀请到皮肤学界专家，让浦东
新区居民得以在家门口享受到
免费咨询，对皮肤科的服务能级
也产生了良性驱动。

过去在申城市民心中，南京
东路的学雷锋志愿服务一向是个

“修修补补”的贡献劳力的大型现
场，党员、团员、解放军、民兵、企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不断壮大
的志愿者队伍每月准时挥洒汗
水，理发按摩、修伞修鞋、拷边缝
纫、量血压……1982 年 3 月 16
日，陶依嘉和其他五名青年民兵
在南京东路摆出的第一个为民服
务摊位便是如此，从部队退役回
来的陶依嘉总想着“应该做点什
么”，于是她决定将血压计、体重
秤和常用药品等装满一辆小推
车，在她供职的上海市第一医药
商店门口摆上一张工作台，为路
人免费提供量血压、称体重、小伤
包扎、小病问询等服务。

“当时我也是一名青年。”陶
依嘉告诉记者，自己退役后就在
单位分管政工工作，因此总想着
带着青年为老百姓做些什么事，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年纪轻轻的
她就带领青年尝试创业，他们将
止痛药、花露水、蟑螂药等老百
姓平时不太方便买到的东西装
进黄鱼车的车斗里，一伙人推着
去菜场等闹市区，以解老百姓燃
眉之急。1982年3月摆出的“上
海民兵共青团员为您服务台”未
承想怎么也收不了摊，市民们情

绪高涨，团团围住她询问什么时
候再摆摊。陶依嘉介绍，当时药
店里测量血压一块钱一次，而去
医院挂号排队也麻烦，因此免费
提供量血压服务尤其深受市民
喜爱。

南京东路学雷锋志愿服务
于1982年6月20日第一次全区
铺开，陶依嘉仍记得当时南京路
上的彩旗飘飘，“当时南京东路
还没成为步行街，是 20 路行驶
过的地方，两边都是热闹的店
铺。”当成为每月一次的常态化
志愿服务活动后，100多个摊位
屡见不鲜，但都集中在“修修补
补”。她回忆，时装商店有位服
务员是先进积极分子，于是摆了
一个修补羊毛衫的摊位，队伍排
得特别长；提供照片封口的摊位
也非常吃香，很多人拿着一沓照
片来，但由于人多而限制在十
张，不得已再回队尾重新排队；
新雅饭店的老师傅如今已经去
世，但生前一直坚持在每月 20
日为市民免费磨刀，“大概到了
2000年的时候，他有一次跟我们
说，这已经是用掉的第200块磨
刀石了。”陶依嘉还记得这位师
傅蘸水磨刀的场面，而她的好姐
妹也在南京东路为老百姓免费
拷边40余年。

从“缝缝补补”过渡到各行
各业的咨询服务仿佛也在一夜
间，陶依嘉介绍，热门的法律咨
询前总是挤满了人，平时市民遇
到事情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随
着律师事务所志愿者的广泛加
入，他们把平时不好意思问的事
情都安心说出来，甚至很多人第
一次咨询完后，到了下个月会带
齐所有材料再来针对性问询，久
而久之大家的法律知识也逐步
提升了。来自医院的咨询服务
也广受中老年人欢迎，“比如我
们第一医药商店五楼是中医门
诊部，平时挂号并不便宜，一些
老医生更是热门到难以约上，但
是每到20号，他们都会自发为老
百姓号脉问诊。”

养老服务咨询、科普家庭
水质如何检测、客运服务咨询、
旅游航线咨询、真假药材鉴别
……五花八门的咨询服务为老
百姓的生活全方面出谋划策，
陶依嘉坚持40余年参与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以来，也正看到

科技进步在服务摊位的体现，
VR技术、利用仪器量衣、智慧家
庭服务等新兴服务正在为老百
姓提供前瞻性视野，就连陪伴
她数十年的血压计也早已升级
为臂筒式血压计，更科学高效
地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坚持

“修修补补”的志愿者也在绞尽
脑汁想着“再做点什么”，陶依
嘉介绍，最近提供免费清洗眼
镜服务的志愿者觉得清洗眼镜
的药水并不好购买，一些甚至
洗起来没那么干净，而市民的
需求又特别大，因此想着赶紧
去尝试调配一些新药水。

在陶依嘉看来，如今热热闹
闹的志愿服务是大家对雷锋精
神的不断解读和完善，甚至成为
一个非常自觉的行动，“大家都
在很努力地做，总怕自己没做
好。你看我这么做，我看你那么
做，总想再做点什么事情出来。
因此常常凑在一起群策群力、互
相勉励，一起把南京东路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搞得更好一点。”

志愿服务清单持续升级
“科技含量”与时俱进

从1982年3月16日摆出为民服务第一摊开始已有42年，

陶依嘉见证了南京东路学雷锋志愿服务清单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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