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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
为大山里的孩子点亮“希望”

30年来，上海希望工程在革
命老区、上海对口帮扶地区、贫困
地区援建的希望小学有2210多
所，希望小学已成为农村孩子们
梦想的摇篮。前不久，上海市希
望工程和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对
上海在云南援建的两所希望小学
进行了回访，希望通过进一步加
强与对口帮扶地区的交流协作，
开创希望工程发展的新局面。

在会泽县水磨村大华希望
小学，数学老师陈德福已在校执
教五年，其间，他看到学校通过

“希望工程”的援助，从2000多平
方米扩建到6000多平方米，从漏
风漏雨的小平房到窗明几净的
现代化教室，从杂草丛生的泥土
地到规整的塑胶跑道……孩子
们说，学校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设施也越来越完善，连住得远的
学生们也有了宿舍楼可以住，有
热水澡可以洗，让大家可以更安
心、更专注地学习。

六年级的李同学从小学一
年级开始就在禄丰市勤丰镇协
进希望小学就读。他心中充满

了感激：“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
绿荫，献出一份爱心，点燃一个希
望。我以后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
师，让‘希望’继续传承下去。”

云南青基会理事长倪志伟
表示，上海对云南的帮助从最初
的4个州市，到现在扩展到了16
个州市、129个县市区的方方面
面。上海对云南的帮助也更加
广泛，不仅仅是对失学儿童的救
助，实际上现在已经扩展到为实
现青少年“健康快乐地学习和成
长”做好保障。从直接的输血式
帮扶，到如今变成了造血式的帮
扶，帮助云南的落后地区去学习
如何自我提升的能力。同时，也
更加贴合青少年发展的实际需
求，从为孩子们解决“上不起学”
的困境，到帮助他们“上好学”，
去感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
发展。倪志伟也希望上海希望
工程发展得越来越好，能汇聚更
多的爱心和力量。

收获爱传递爱，助学育人
让更多困难青少年“圆梦”

除了大山里的孩子，对于城
市里的困境青少年，上海希望工
程也不断为他们送去温暖和关

怀，帮助他们继续接受教育、顺利
完成学业，进而实现职业梦想。

“比起自己随便花掉，我希
望能将奖金用于更有价值的
事。”作为一名游戏公司的职员，
95后韩国友人朴中勋在春节前
夕收到了公司发放的年终奖。
为了让这个春节过得更有意义，
正在上海打拼事业的他特意搜
索了上海青基会的网站，在2月9
日，他向希望小学项目捐赠了
1666元。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一直到
大学毕业，在小古月的成长道路
上，一直得到了“爱心助学”项目
的帮助。如今，小古月已经找到
了一份称心的工作，她也想略尽
绵力回馈社会。每年她都会来
到“爱心助学”办公室，固定为一
位学生进行捐助，正如自己当年
获得的捐助形式一样。“我会将
这一份对社会的感恩接续下去，
进行到底。希望有更多的人了
解到‘希望工程’，并加入到这个
行列中来，用坚持继续传递爱。”

由于父母在小紫的初中阶
段相继离世，让她不幸成为了一
名孤儿。所幸，家庭的变故并未
将小紫击垮，她以优异的成绩考

取了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圆
梦大学’不但帮助我承担了学
费，还对我的生活进行了补助，
让我的大学生活变得更加多
彩。”作为“圆梦大学”的受助者，
小紫也想尽己所能去帮助别
人。进入大学后，随着对志愿服
务加深了解，小紫也越来越喜欢
参与到志愿者活动中。加入法
律援助社团、担任进博会“小叶
子”、成为上海奥资赛长期岗志
愿者……尤其是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进行普法宣传的志愿服务，
让小紫觉得很有意义。特别是
在为中学生普法的过程中，除了
教会他们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
己的权益之外，她还成为了孩子

们的“知心姐姐”，帮助他们化解
生活中的烦恼。未来，小紫也想
选择一份能帮助更多人的职业，
完成自己对社会的“反哺”。

在上海希望工程的资助下，
那些曾经的困境青少年，正不断
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并用力
所能及的方式去传递希望之
光。30年，汇聚了无数爱心的上
海希望工程已结出累累硕果，积
极发挥助学育人功能，改写了无
数人的人生轨迹。在这个充满
希望的季节，上海希望工程迎来
了而立之年，同时，仍在不断播
种新希望，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托起明天的太阳，从困境中奋
起，续写成长与奉献的故事。

上海希望工程三十年：

用爱心筑起希望，为青少年照亮前路
今年是上海希望工程实施三十周年，一路走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上海市希望工程致

力于深耕助学育人领域，架起爱心互助和传递温暖的桥梁，从希望小学、爱心助学到圆梦

大学……上海希望工程积极整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把善意及时送到困境青少年手中。

这30年来，见证了孩子们从“有书可读”到“在安全的环境中学习”，再到“健康快乐地学习

和成长”。也看到了爱心接力步履不停，在处处开满“希望”之花。 青年报记者 蔡娴

上海希望工程30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 受访者供图

家属的悲伤
有社工关怀

“喂，是社工部傅老师吗？
需要医务社工支持！”复旦儿科
社工部傅丽丽主任接到护士长
的紧急电话，便安排医务社工汪
庭娟和刘泳志立即前往 PICU。
在那里，一位刚刚失去孩子的母
亲正情绪崩溃失声痛哭。

两位医务社工立即上前扶住
母亲的肩膀给她支持，从护士老
师那了解到家庭情况后做了分
工，一位社工在现场安抚情绪崩
溃的孩子母亲和外婆，平复她们
的情绪后引导两人互相支持，对
外婆和母亲说：“孩子知道你们非
常爱他，我们要带着对他的爱和
思念替他好好生活下去。”另一位
社工对在场其他亲属提供后续相
关手续办理的信息支持，提醒可
能面对的风险和应对策略。

两位年轻社工的督导带教
张灵慧是2015年起就担任了重
症医学科危机干预、儿童临终关
怀和家长哀伤辅导的医务社
工。2020年起，社工部每周召开

个案讨论会及业务知识培训，既
提升医务社工的临床服务能级，
又能预防专业情感耗竭问题，以
确保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
道路。

爱心的传递
由社工接力

大年三十临近下班时，社工
部傅丽丽主任接待了两位客
人。他们是曾带着孩子在儿科
医院门诊就诊过的一对夫妻，考
虑到过年会有很多重病经济困
难的家庭留在医院，想为这些困
境家庭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就找
到了社工部。在傅丽丽主任的
耐心细致地介绍下，夫妻俩被复
旦儿科慈善公益和人文关怀精
神深深感动，当即捐赠了十万元
用于大病救助，也成为社工部兔
年收到的最后一笔捐赠。

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儿
科医院在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
了不俗成绩，同时也勇担社会责
任、传播社会大爱，在推进儿童
公益慈善事业上积极探索。

复旦儿科社工部的公益慈

善工作从疾病救治逐步扩展到
患儿家庭社会功能重建。目前，
医院社工部的基金管理工作设
有专职岗位，由六位责任社工负
责评估，由4位项目社工负责具
体执行，以确保慈善事业的透明
度。发展至今，医院共建立了近
150项慈善专项基金，覆盖20余
个临床专业科室和各类疾病，累
计募集款物3.7亿元，资助患儿
1.3万余人次。

特殊的决定
被社工尊重

“我从不相信天上会掉馅
饼，直到我遇到了你们（医务社
工）。”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一家
人受到儿科社工的帮助后的由
衷之言。R先生和F夫人的孩子
出生时被确诊为胎粪吸入综合
征，因“医药费支付困难”转介到
社工部。“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允
许在新生儿身上有任何切口，她
生来就该是完整的。我很诚实
地跟医生沟通了这一点。”1个月
后，宝宝顺利出院。

一直参与到多学科会诊门

诊工作、和医护团队紧密合作提
供社工专业服务的儿科社工简
杜莹说：“社工的工作就像涓涓
细流，平等地包容着每个人。”

近年来，中国的医务社会工
作正在逐渐普及和发展，医务社
工已成为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作为医
务社会工作发展建设的排头兵，
相关政策不断完善，专业队伍也
不断发展壮大。

第十八个国际社工日

面向变革享未来
面对生命传递爱

昨天是第十八个
国际社工日。今年国
际社工日的主题是

“美好生活：面向变
革，共享未来”。透过
社工的视角，让人看
到了在生命尽头，温
情与爱依然存在的可
能性。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总是去
安慰，在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这群社
工正深入患儿以及患
儿家庭，展现医务社
工在面对生死、爱与
关怀中所展现的专业
责任和使命。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医务社工在工作中承担着传递爱的使命。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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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孙三三与新娘余思航于公历
2024年3月20日正式结为夫妇。特
此登报，敬告亲友，亦作留念。

结 婚 启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