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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社会组织齐发力

期望做大青年夜间“福利”

公益让孩子看见“睛”彩世界

“小小化学家”在上海开营

■益心益意

下班后夜校见！近日，上海多个区
域的青年夜校开始试行，从技能提升到
文化体验，从体育锻炼到交流互动，贴近
青年的丰富课程广受青年喜爱。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青年夜校的蓬勃之势也为
青年社会组织带来了新的服务场景和发
展机遇，但机会和挑战并存，在课程之外
还有部分问题有待在创新探索中找到更
好的答案。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日前，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孝亲敬老”——“半
马苏河”文明实践带长寿靠谱
公益市集暨“凝心促发展，聚
力谱新篇”党建引领家门口的

“慈善阵地”在长寿路街道大
洋晶典·天安千树中庭火热开
启，展开了一幅党建引领下长
寿街道关爱社区居民特别是
社区老人“靠谱”服务的温馨
画卷。

活动现场包括健康生活、

便民服务、爱心互动、创意体
验、文明宣传5大板块，有“光
正新视界”的眼科义诊摊位，
有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
院的专家坐堂，有上海律师协
会的法律咨询摊位，还有老字
号光明的免费赠饮、上海农林
职业学校的绿色健康体验等，
吸引了周边社区居民纷至沓
来。

据悉，本次慈善市集专场
活动以党员志愿者为骨干，共
计为居民群众带来了近70项
公益便民服务。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暑假来临，青少
年溺水事故进入易发高发
期。7月6日下午，上海虹鹰救
援队开放日暨暑期青少年防
溺水公益培训在虹鹰救援队
举行。

“溺水，已成为导致14岁
以下青少年非正常死亡的头
号杀手。”授课老师、上海虹
鹰救援队队长张磊介绍，麻
痹大意、认识不足是造成溺
水悲剧的主要原因。张磊现
场讲解了防溺水知识，演示

自救互救技巧并传授溺水急
救与心肺复苏法。他特别提
醒：发现有人溺水，非专业人
士、无救援器材，不要盲目下
水施救，特别是青少年，更不
要采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
援的方式，以防发生连环溺
水事故。

据悉，自2021年以来，上
海虹鹰救援队连续4年持续为
数十所大中小院校和社区开
展以“预防溺水·救在身边”公
益培训活动，在增强公众防溺
水意识、减少溺水事故发生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实习生
赵诗语

本报讯 近日，“巴斯夫小
小化学家”在上海松江科技馆
拉开帷幕，这一深受儿童及家
长喜爱的品牌教育与公益活
动，带着为 6-12 岁儿童设计
的“奇幻发泡世界”和“水魔法
世界”两大创新实验项目，通
过安全、有趣的实验操作，展
示聚合物世界的奥秘，体验科
学家如何因“材”施教，通过材

料创新提升生活品质。
活动参与者们分享了自

己的体验。来自华师大一附
中实验小学的陈斯语已是“小
小化学家”的常客，她分享道：

“活动十分有趣，通过创新方
式传授知识，让我有了学习的
兴趣。”凌桥小学五年级的周
佳琦同学认为这种互动式的
学习体验比传统课堂更生动
有趣，她兴奋地说：“学到了很
多化学知识，还学会了怎么通
过动手操作来解决问题。”

青少年防溺水公益培训上线

家门口就有“慈善阵地”

公益市集在长寿街道举办

机会来了？
青年夜校或成为“新赛道”

“此前我们一直服务于市民
夜校，积累了不少办班经验，来
上课的很多都是年轻人。最受
青年喜爱的是素描萌宠和油画
入门课，很多学员从一开始不认
识绘画材料，到现在可以独立完
成一幅作品。”上海闵行区绘美
青春社区服务中心（筹）是一家
在艺术教育方面颇有专业优势
的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杨芳告
诉记者，近期充分感受到了青年
夜校竞相开放的蓬勃态势。

“得知我们机构有参与市民
夜校的经历，最近有些区的团区
委不约而同为筹办青年夜校来
向我们‘取经’，目前我们也在和
闵行区的街道团委一起探讨街
道青年夜校的落地运营事宜。”
在杨芳看来，这既是广大年轻人
的夜间“福利”，也是青年社会组
织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赛道。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青年夜
校，可以发挥其天然的优势。“一
是从课程研发到运营可以提供
更加多元化的选择；二是在同一
个教学点上同时开设多门课程
的情况下，社会组织更有资源和
能力配备专门的教务老师，以应

对日常管理和突发情况；三是社
会组织在教师约束和管理上更
有优势，也有后备师资抵抗临时
停课的风险等。”杨芳说。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上海青
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负责
人的认同，“青年社会组织的资
源优势有助于更好地整合夜校
课程资源为青年提供服务，其主
体身份也更有安全保障。作为
枢纽型的社会组织，近期青年家
园也应部分青年夜校主办方的
需求，引荐了一批可由青年社会
组织提供的青年夜校课程菜单，
期待能够助力青年夜校和青年
社会组织的双向奔赴。”

挑战并存
收费标准、配套制度有待优化

不过，要真正实现青年夜校
和青年社会组织的双向奔赴，机
遇和挑战也是并存的。

汤莹是徐汇区一家老牌环
保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工
作之余她发挥所长，近年来一
直参与市民夜校，在总校和分
校教授非遗中式服装盘扣课，

“市民夜校这几年日益火爆，参
与其中我能明显感受到每年在
后台技术、教务管理、制度保障
等多方面的优化和改善。对于

刚刚起步的青年夜校来说，除
了课程，在办校管理上也需要
考虑周全。”

比如收费的定价体系，目前
各区的青年夜校收费不尽相同，
和市民夜校统一的报名收费不
太一样，“如果青年社会组织深
入参与，覆盖面可能会涉及上海
多个区域，如果有官方指导价
格，更有助于运行顺畅。另外，
社会组织是非营利机构，如何

‘名正言顺’地‘自我造血’，也需
要主办方在规范性上给予更多
指导。”汤莹说。

另一方面，有别于以往社会
组织提供服务由政府或爱心企
业“买单”的情况，青年夜校直接
面对的是青年市民群体，由政府
或企业“兜底”转为市场评价，对
于师资水准、课程质量的要求自
然会更高，与之而来的“售后服
务”也需要配套跟上。

“近期，青年家园牵头举办
了青年社会组织参与‘青年夜
校’工作沙龙，参与的青年社会
组织交流了一些在摸索前进中
遇到的问题，期待这些问题在创
新探索中不断优化和完善，让更
多青年享受到优质的夜校课程，
也让社会组织立足新赛道获得
新成长。”青年家园负责人说。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本报讯 为避免高原地区家
庭因有屈光不正、白内障、青光
眼等眼健康问题返贫、因病致盲
这样的后果，“睛彩童年·看见
爱”项目连续四年走进各地深山
送上健康服务，今年已经是第四
次来到云南文山，受益范围继续
覆盖4个县，共计4400个家庭在
此轮公益项目中受益。

眼健康服务不仅涵盖已经
出现问题的中老年人，还需要培
养孩子们的用眼习惯。该项目
负责人表示，今年依旧希望通过
学习自我防护的专业课程，帮助
孩子们从小建立正确安全的用
眼意识。从学校到家庭，从学生
到老师，从预防到配镜，构筑起
一条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清
晰、健康视力的防控之路，也构
建起一个全面、可持续的儿童近
视防控闭环生态系统。

在欠发达地区，小学和幼儿

园老师是孩子们接触正确的眼健
康知识的关键人物，但很多地区
的老师自己本身也欠缺全面且正
确的眼健康相关知识。基于此，

“看见爱”项目一直在尝试通过培
训老师的模式，帮助老师们成为
初级视觉健康讲师，再将更多儿
童视觉健康教育的知识与观念教
授给班级学生，能让更多的孩子
们受益。因此，项目除了向当地
捐赠“家庭视力健康促进包”，其
中包含儿童视觉健康课程、儿童

太阳眼镜以及成人太阳眼镜等，
搭建起视力健康教育和手段干预
的模式，为当地的儿童提供可持
续的眼健康服务。同时，“看见
爱”项目累计对当地近140位老
师进行了培训与考核，帮助他们
成为儿童视觉健康初级讲师。

据悉，作为一个立足儿童眼
健康关怀的公益项目，“看见爱”
已走进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富
宁县、丘北县、马关县四县，向当
地 20 多所学校联合捐赠了近
11125份视力健康包，为当地培
训了 287 位儿童视觉安全与健
康公益课程初级讲师，总体服务
人数超过 5 万多个儿童与其家
庭。项目结束后，经过专业的第
三方公益评估机构的评估，显示
受益儿童的眼健康行为的改善
率最高提升了近29%。未来，该
项目将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推
动眼健康理念深入更多学校、家
庭乃至社会，为更多孩子提供更
专业、更全面的眼健康服务。

绘美青春社区服务中心开设的夜校课程
很受青年喜爱。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睛彩童年·看见爱”项目来
到云南文山，帮助当地群众获得
视觉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