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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水滴’志愿者团队
的一员，阅读总书记给丹江口库
区环保志愿者的回信，更觉深受
鼓舞，倍感振奋与自豪。”徐汇区

“小水滴”青年志愿服务队队长、
西岸集团团委书记邓鉴说。

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被誉
为“一江一河”。2022年8月，为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团上海
市委按照“美丽中国·青春行动”
部署，在保护母亲河行动基础
上，联合市相关部门，以保护和
服务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
和苏州河为着力点，以滨水文
化、水岸治理、生态环保为切入
口，推出上海“一江一河”青年志
愿服务项目。参与的青年志愿
者被称为“小水滴”，他们在全市

“一江一河”沿岸的12个区、近百
个点位上岗，开展江河文化解
说、滨水空间治理、生态环保守
护三大类常态化志愿服务。

从西岸美术馆出发，沿着徐
汇滨江开放空间一路前行，途经
西岸艺术中心 N 馆、听风台、乔
咖啡、海事塔、龙华港桥、攀爬
墙、龙美术馆……如今，徐汇滨
江已成为市民漫步“打卡”的热
门地标，在这里挖掘这座城市历
史文化“宝藏”的同时，人们还能
偶遇服务于此的“小水滴”志愿
者。

“多媒体互动展墙向我们诉
说着‘一江一河’的发展历程
——170多年前，上海开埠，‘一
江一河’两岸开始成为商船云
集、中外贸易的‘大码头’，中国

最早的现代化水厂、船厂、煤气
厂、纺纱厂都在这里诞生……”
在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的3D
浮雕地图前，作为徐汇区“小水
滴”青年志愿服务队001号水滴
志愿者，邓鉴讲述着这片水岸的
历史。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滨
江水岸的“前世今生”，“小水滴”
青年志愿服务队打造了“行走的
团课”，邓鉴参与了“行走的团
课”徐汇段的设计。

“徐汇滨江沿线值得打卡的
景点很多，考虑到团课内容需要
高度浓缩，所以我们选择了点位
相对集中、交通也较为便利的段
落，方便大家一边徒步，一边聆
听‘一江一河’的故事。”这堂“行
走的团课”中，邓鉴带领人们一
路打卡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
以及水岸沿线的星美术馆、谷地
花溪、塔吊、传送带、龙美术馆等
景点，倾情讲述昔日的“工业锈
带”变为今日怡人“生活秀带”

“科创绣带”的历程。
在邓鉴看来，在上海这样的

特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
高质量发展的一项主题，更是一
道难题，需要无数青年人共同参
与。“‘小水滴’要做好‘三员’，
即：江河文化的讲解员、滨水治
理的共建员、河清岸绿的守护
员。”他说，作为江河文化的讲解
员，要用沉浸式义务讲解等方
式，向青少年和广大市民宣讲

“一江一河”海派文化与红色文
化，挖掘历史故事，呈现发展变
迁。

小水滴汇聚
河清岸又绿
上海5000多名青年

开展志愿服务守护“一江一河”

8月 15日是第二
个全国生态日。8 月
14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给湖北
十堰丹江口库区的环
保志愿者回信，对他们
予以亲切勉励，并向全
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者、志愿者致以诚挚
问候。回信中，习近平
希望志愿者们继续弘
扬志愿服务精神，带动
更多人自觉守水护水
节水。

打造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
丽中国，离不开青年人
的参与，在上海，也有
无数青年志愿者在为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贡献力
量。青年报记者采访
了解到，自2022年团
上海市委联合市建设
交通工作党委、市住建
委（市“一江一河”办）
牵头发起“一江一河”
青年志愿服务行动以
来，5000 余名“小水
滴”志愿者在上海的母
亲河黄浦江、苏州河边
常态化传播江河文化、
助力江河治理、守护河
清岸绿。今年，团市
委、上海青年志愿者协
会还与浦东、徐汇、普
陀、虹口四区和四家高
校团委合作开展“小水
滴”志愿服务实践点建
设，进一步推动“一江
一河”青年志愿服务的
常态化、长效化。无数

“小水滴”正通过志愿
服务参与打造兼具“生
态、生活、生机”的城市
美好滨水空间。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除了讲解“一江一河”的历
史，作为滨水治理的共建员，

“小水滴”们还要积极宣传《上
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
间条例》，协助滨江两岸公共空
间秩序维持、安全维护与便民
服务，为滨水治理建言献策。
同时，作为河清岸绿的守护员，
他们还积极开展环保志愿服务
和宣传教育，在青少年中普及
和践行江河保护的知识和理
念，让“一江一河”满眼皆绿意、

“道”处是风景。
对邓鉴来说，每次在徐汇

滨江开展志愿服务，内心都格
外自豪，因为他不仅是服务这
片水岸的志愿者，还是这片水
岸的建设者。2016年加入西岸
集团后，邓鉴和前辈们、同事们
亲眼见证着这片水岸从工业锈
带经历了土地收储、规划设计、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环境建设、
公共服务提升等全过程，直到
成为如今市民游客喜闻乐见的
开放空间。

“能在自己的建设成果上开
展志愿服务，既是一种奉献，更
是一种回馈。”邓鉴说，在当“小
水滴”时，偶尔会遇到曾在徐汇
滨江居住工作过的老爷叔、老阿
姨，“他们对城市面貌更新的点
赞、对志愿者服务的认可给了我
继续下去的力量。”

除了参与徐汇滨江综合开
发，前些年，邓鉴还参与了徐汇
滨江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创建，
亲眼见证日晖港、龙华港等多条
汇入黄浦江支流的水质提升。

“徐汇区有不少以工业厂房为主
的区域，会有一些原有的河流，
比如龙华港、春申港、张家塘港
等，这些都是直接进入黄浦江的
河流，我们也配合主管部门、属
地的街道、镇一起，共同维护河
道整治的成果。”

以日晖港为例，其东侧一段
是黄浦区和徐汇区的界河，曾经
是黄浦江十大支流中污染最严
重的一条，环境面貌特别差，但
下大力气整治后，如今的日晖港
已经旧貌换新颜，成为黄浦江畔
市民健身休闲的景观。“河道的
水体治理好之后，日晖港沿线包
括开放空间以及跨越日晖港的
日晖港桥，都很有特色。沿着龙
腾大道，市民百姓无论是开车、
骑行还是步行，都能体验到优美
的生态环境。”这让邓鉴很欣
慰。此外，徐汇滨江的建设者们
还开展了一些小河流的整治提
升。比如原龙华机场的界河机
场河，原来河道宽度只有6米~8
米，水环境也比较差，经过整治
提升，河道拓宽到了 20 米~30
米，再加上绿色堤防、雨水花园
等设计，如今的机场河不但能更
好地调蓄水量，还成为了跑道公
园内的一大亮点。

“看着自己参与的项目成
为市民喜爱的漫步休闲场所，
我很骄傲也很荣幸。”邓鉴表
示，在积极参与治水护水、宣传
水、体验水的路径上，自己将踔
厉奋发，为带动更多青年自觉
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贡献一份基
层力量。

打造“行走的团课”讲述“一江一河”故事 在自己的建设成果上开展志愿服务很自豪

❶❷青年志愿者
讲述“一江一河”
故事。
❸“小水滴”开展
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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