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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儿童友好阅读新空间
在 设 施 更 新 提 升 的 基 础

上，静安区文旅局牵头，静安区
图书馆依托总分馆制，积极引
进优质儿童图书和各类资源，
开展丰富多彩的少儿阅读推广
活动。除了开展适宜儿童阅读
的图书配送外，还为14个街镇
分馆提供了三份资源清单；此
外，静安区文旅局还搭建平台，
邀请上海木偶剧团、上海自然
博物馆等 10 余家单位与 14 个
街镇对接，进一步实现了优质
资源下沉共享。

静安区各儿童友好城市阅
读新空间，上半年开展各类活动
216 场，服务 1 万余人次。至
2025年末，静安区将实现14个
街镇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
全覆盖。

建宝宝屋缓解“托育难”
2022年初，静安区江宁路街

道率先建成全市首批 2 家宝宝
屋。至2024年6月底，静安区共
建23家宝宝屋，已完成区域14
个街镇的全覆盖，可提供1203个
托位。

静安区教育局学前教育科
科长李融介绍，当前在公、民办
幼儿园内开设托班，仍是3岁以
下婴幼儿获取托育服务的主要
渠道。但由于中心城区普遍面
临的教育资源结构性紧缺，在叠
加入园高峰的情况下，现有的教
育资源可提供的托班学位无法
完全满足需求。

为此，静安区立足中心城区
空间有限的实际，加强统筹规
划、布局优化，聚焦“长辈带娃”

“带娃上班”等临时托育的高频
场景，结合“15分钟社区生活圈”
建设，运用“嵌入式”手段因地制
宜设置点位，将宝宝屋嵌入社区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
心、公办示范幼儿园等公共服务
设施，同时结合不同人群多元化

需求，充分发掘园区、街区场地
资源，打造了全市首家园区嵌入
式宝宝屋和首家商圈嵌入式宝
宝屋，实现宝宝屋“进社区”“进
园区”“进商街”，链接托育服务

“最后一公里”。
静安托育服务打造新样

态，助力排解家庭育儿困扰。
比如将“宝宝屋”开设在社区为
老服务中心内，为3岁以下婴幼
儿家庭，提供灵活、便捷的临时
性、计时制托育服务。通过对
现有社区老年服务设施进行适
幼化的改造，让居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集中照护和育儿指
导服务。

首批推出的社区托育“宝宝
屋”，还灵活嵌入到了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与公办幼儿园内。江

宁路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
四楼，双休日用作少年课外活动
站，如今周一至周五则开辟成了

“宝宝屋”；南阳实验幼儿园，地
处居民区周边，专辟场地开设

“宝宝屋”，家中大宝上幼儿园，
二宝进了“宝宝屋”。

暑托班课程设置有创新
2024年静安区小学生爱心

暑托班共开办两期。第一期自7
月8日至7月 26日，第二期自7
月29日至8月16日。

静安团区委副书记杨光介
绍说，自4月起，团区委就着手筹
办暑托班相关事宜，在各街镇的
支持下，今年全区共开设41个
暑托班教学班，82个班次，14个
街镇全覆盖，惠及小学生近2000

人次，并为400多名大学生、200
多名高中生提供社会实践的志
愿者岗位。

杨光表示，自爱心暑托班开
办以来，惠及家庭逐年增多，形
成了市级统筹、区级操作、街镇
办班+学校协同+社会支持的合
作模式。全区暑托班办班类型
根据场地主要是三类：一是区
内学校。曹家渡街道和彭浦新
村街道 2 家的暑托班办班点设
在区内学校（业余大学、好时光
大拇指幼儿园）。二是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及青少年活动中
心。静安寺街道、江宁路街道、
石门二路街道等 9 家办班点设
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党群服
务中心及市、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三是专业教育培训机构。

宝山路街道、大宁路街道、彭浦
镇 3 家暑托班是与专业教育培
训机构合作办班，场地设在承
办单位所在地。

“区级层面我们投放了主持
培训、电脑编程、安全自护、创新
思维启蒙等共计1077场活动到
各点位上。”杨光表示，除此之
外，团区委还向许多委办局征集
了72场活动，为小学生的暑期生
活增添不一样的乐趣与精彩。

静安团区委在两企三新青
年创“星”营中挖掘学员走进暑
托班，为小学生带去优质活动。
开班第一天便请“两企三新”青
年徐亮为特色办班点带来动漫
互动思政体验“马克思漫漫说”，
将思政、美育、非遗的元素进行
创新式理论宣讲。还有新兴企
业带来萌芽熊大自然小道理的
自然科普实践活动，提高了小朋
友们的科学素养，激发科学兴趣
和创造力。后续，还将结合两企
三新人才联络工作，引导社会组
织、非遗传承人、正能量up主走
进暑托班。

今年的暑托班结合巴黎奥
运会热点，开展了例如体适能、
武术、啦啦操等丰富的体育活
动。同时，于7月20日全国特奥
日前后，在全区爱心暑托班开办
的特奥知识小课堂。

不仅如此，团区委还将“红
色非遗”融入到暑托班中。开设
中式服装盘扣制作、手捏陶、丝
网印刷等多项非遗手工活动，还
有以“一大、二大、四大以及新青
年编辑部旧址”为内容的沪语小
达人活动。培养小学生对非遗
传承的认知与兴趣，亲身体验非
遗技艺的乐趣和魅力，用沪语讲
述红色故事。

此外，团区委还面向区域内
有助学需求的困境青少年，通过
社工排摸需求，以网络教学和兴
趣课堂的方式，以“一人一策”的
方案，针对每位青少年的特点与
需求，因材施教。

上海“政府开放月”首场活动走进江宁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促进幼有所育 托起幸福童年
昨日，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开展的“政府开放月”活动，举办了首场活动。今年“政府开放月”开放活动的主题是

“为民办事”，聚焦“民心工程，民生实事”。
开放日，媒体记者跟随市民代表来到了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采访了儿童阅读空间、宝宝屋、爱心

暑托班等点位，了解静安宝宝如何在城区快乐成长的故事。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开学才升入高中一
年级的傅融，在长宁区江苏路街
道爱心暑托班里成为了小老师，
介绍起非遗——木版水印技
艺。了解木版水印的工序，体验
印刷流程，五年级小学生然然感
叹：“好有意思，好解压。”

今年，江苏路街道2个爱心
暑托班设在了上海市第三女子初
级中学内，一共2期，覆盖学员约
120人次。随着本周第2期爱心
暑托班开班，一周内迎来了两次
非遗活动，而主讲人均是中学生。

“你们知道什么是木版水印
吗？木版水印有几道工序？”站

在讲台上的傅融，今年9月开学
才升高一，而这是他第二次来爱
心暑托班当小老师了。因为参
与一次视频拍摄比赛，让傅融有
机会接触到了各类非遗，他拍的
第一个带中英文字幕的视频讲
述的是旗袍发展。去年他有机
会走进爱心暑托班，便介绍了独
角戏和旗袍。今年，他带着全新
拍摄的有关木版水印视频再次
成为了爱心暑托班的小老师。

“我走访了朵云轩，向老师们请
教。水印字画是中国传统特有
的版画印刷技艺，这门工艺分为
勾描、雕刻、印刷。我发现现场
还放着加湿器，原来这是保持环
境湿度和纸张湿度。”他还和孩

子们进行互动，“非遗是中华民
族智慧的结晶，是历史发展的见
证，更是宝贵的文化资源，那作
为青少年的我们，该如何行动帮
助非遗传承呢？”孩子们想了想
纷纷举起小手，“我们要先去了
解，才能保护。”“可以传播给亲
朋好友。”

为了使课程更生动有趣，傅
融还带来了泡沫雕板和印刷工具
材料包，让每个孩子都体验印刷
流程。孩子们分别拿到了印有

“喜乐”“平安”“万事顺意”等字体
的泡沫雕板和竹签笔，傅融告诉
他们，根据字体的白色纹路，用竹
签笔进行雕刻。他在讲台上摆放
了2块黄色垫板，涂抹上红色油

墨，并用墨棍反复多次在颜料上
均匀滚动，让下一步的上色更容
易。完成雕刻的孩子来到讲台，
排队体验刷墨、拓印、按压、揭纸
等工序，完整体验印刷流程。五
年级小学生然然曾经雕刻过自己
的生肖，这次他拿到了写有“万事
顺意”的泡沫雕板，按照字的纹路
戳出凹痕，“这个过程好解压！而
且还需要很多耐心。”拓印出最终
的成品，然然小心翼翼地将成品
放进相框中，“回去就和爸爸妈妈
分享木版水印。”

非遗绒花由上海市第三女
子中学的两位高中生带来。绒
花，谐音“荣华”，寓有吉祥、祝福
之意。她们介绍起绒花的历史，

点燃了小朋友们的好奇心。随
后，“小老师们”向小朋友们展示
了绒花手环的具体制作过程，并
教授制作方法。小朋友们很快
掌握了如何弯曲、扭转扭扭棒，
并学会制作各式各样的作品。
从最初简单的花瓣形状到后来
的复杂图案，充分发挥了创作力
和想象力。

街道爱心暑托班相关负责
人表示，让中学生“小老师”来讲
非遗，孩子们会有亲切感，也让
更多青少年意识到非遗保护的
紧迫性和重要性，“希望这样的
实践活动能成为连接过去与未
来的桥梁，让更多孩子了解并爱
上非遗文化、传统文化。”

中学生当起小老师，爱心暑托班里讲非遗

志愿者为静安爱心暑托班的小朋友们授课。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