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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穿汉服很好看，我作为外国人也想尝试一下！”马浩，一个留着棕色头发、有着棕色
眼睛的意大利帅小伙，在古朴的公园穿着汉服摇着折扇，新奇的体验和古风感，让他忍不住将
定格的画面上传到了社交媒体上。他发现，自己对上海这个摩天大楼与雅致公园并存，潮流氛

围与悠久历史、文化氛围交织的城市非常着迷，以至于这个正在华东理工大学读大四的国际留学生早早就在内心做
出了决定：毕业之后，要么读研，要么工作，我一定要留在上海！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高婷杉

马浩“东游记”：用镜头记录烟火日常

融入上海奔赴下一站梦想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90后孙依婷，有着
三重身份：公务员、兼职心理咨
询师、帮教志愿者。

不久前，在首届新入会帮教
志愿者宣誓大会和第十四届“爱
的黄丝带”法治宣传进社区首场
巡演活动中，孙依婷与其他29名
志愿者一同举手郑重宣誓：积极
帮助帮教对象重新树立生活的
信心与勇气，为上海社会和谐稳
定作出积极贡献。

孙依婷是社会学专业硕士，本
职工作涉及社会管理，2020年接触
帮教事业，已经先后帮教过10名
帮教对象。

“虽然我们做的事情看起来
并不是惊天动地的，但是在志愿

者微小的付出当中，真的会改变
一个又一个帮教对象的生命轨
迹。”孙依婷告诉记者，“因为我
们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爱的，而当
他们越过社会的规范去触犯法
律的底线，并不意味着他们天生
就是恶人，更多时候，他们只是
需要身边的人，需要整个社会，
需要这个环境体系给他们多一
些包容，我们帮教志愿者正在做
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献出一份
爱，让帮教对象走上正途。”

让孙依婷印象最深的是有
一名叫苏苏（化名）的帮教对象，
因为年少无知，沦为一起网络诈
骗案的帮凶，被判了缓刑。孙依
婷和伙伴们刚开始接触她时，感
觉她就像是一只刺猬，充满了攻
击性，第一次见面就迟到了一个

多小时，孙依婷没有放弃。
后来了解到苏苏的身世以

后，孙依婷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苏苏是被父母送养的，这让她从
小就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跟养
父母关系比较对立，这就更需要
帮教志愿者去接纳她包容她。

从做朋友开始，孙依婷和其
他专职心理咨询师开展了对苏苏
的帮教，这也是他们创新性地将
心理疗愈、艺术性表达教育引入
帮教志愿服务工作，先后开展了
音乐疗愈、绘画疗愈、表达性艺术
互动、家庭关系沙龙等活动，再加
上“一对一”的面询，帮助苏苏完
善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

就这样，“小刺猬”渐渐柔
软，苏苏重建了生活的信心，对
世界对自己的认识都有了一个

全新的改变，心里开始有正能量
了，也把帮教志愿者们视作好朋
友。一年的矫正周期结束后，苏
苏泪流满面，希望能继续跟帮教
志愿者们来往，她早已把他们当
成了自己的亲人。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也让孙
依婷更加体会到帮教工作的成
就感。

此番，20名帮教志愿者与20
名特殊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了

“一对一结对”关爱认领。这是
市帮教协会志愿者和民盟上海
市经信委盟员首次以“一对一”
结对延续关爱的形式对特殊人
员未成年子女进行关爱，通过提
供资金、物质和其他形式的帮
助，确保此类未成年人顺利完成
义务教育或直至高中毕业。

马浩像当下所有这个年纪
的年轻人一样，喜欢在自己的双
肩包上装饰“包挂”，喜欢在校园
里靠一辆电瓶车实现快速挪移，
也喜欢用“点外卖”就能遍尝美
食的便捷和快乐。

说起和上海的结缘要追溯
到2018年。彼时，还是个高中生
的他参加了意大利高中的交换
生项目来到河北石家庄。第一
次踏足中国，马浩来到异国他乡
的紧张很快变成了惊叹，“在中
国生活很方便，你们觉得很日常
的习惯，比如点外卖、网购、打
车，在我们那都是很麻烦的。”

除了生活上的便利，一次来

上海旅游的机会，让马浩感受到
上海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散发活
力的城市。于是，读大学时，他
选择来到上海，成为华东理工大
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21级
的本科生。

2023年，对于马浩是非常值
得“MARK”的一年。他的角色进一
步扩展，成为了国际教育学院的一
名助管，并担任了华理国际文化节
的主持人，同年8月，马浩拍摄的
短视频《马浩在上海》获得由汉考
国际主办的“以中文与世界相拥”
HSK短视频大赛学习激励奖。

在视频中，他身着汉服，漫
步在上海的街头，介绍着上海的

风土人情，烟火日常。
马浩最喜欢透过外滩看上

海，尤其是在夜晚霓虹闪烁的外
滩，他仿佛能借着灯火望穿上海
的前世今生。“和2018年相比，上
海的变化又是很大的，短短几年
的时间里，更多的高楼建立起来
了。”马浩惊叹于上海基础建设
的速度，也谈到自己在上海最喜
欢去的地方豫园。“在豫园你可
以看到古色古香的建筑，这个地
方很接地气！”

课余，马浩喜欢穿梭在申城
的大街小巷，用手机镜头记录着
自己眼中的上海，成为Vlogger，
为上海打Call。

马浩对于中国的融入不仅

体现在文化上的亲近，还有生活

习惯的改变。在中国生活的日

子里，他尝遍了各种地方美食，

从湖北菜的鲜美、广东菜的精

致、安徽菜的咸香，到他最爱的

湖南菜的麻辣爽快，每一口都让

他回味无穷。在日常生活中，马

浩常常骑着电瓶车穿梭于街头

巷尾，寻找属于自己的“中国味

道”。“有机会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正宗的上海菜，听说是甜的，但

我还没试过呢。”他说。

为了更深入地体验中国文

化，马浩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

号上分享了自己过中秋节的日

常，坐上小舟拿起桨，和朋友一

起划船的过程不仅丰富有趣，还

让马浩了解了中秋节的由来。

这些独特的点点滴滴，不仅丰富

了他的日常生活，也让他对上海

的感情越来越深。

作为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的一名学生，马浩除了努力学习

外，还积极寻找实习机会，以积

累实践经验。“在上海，好的机会

很多。”谈及未来规划，他表示，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继续攻读

研究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

能力。而上海作为他心中的“第

二故乡”，这里不仅有他热爱的

文化和美食，更提供给他绽放梦

想的平台，成为他逐梦未来的又

一个起点。

上海目前注册登记的

帮教志愿者有 13369名，

其中男性 6317 名，女性

7051名，30 岁以下 1220
名，本科以上学历 4806
人。市帮教协会积极动员、

鼓励和推动各区帮教协会

吸纳更多专业人士加入志

愿者队伍，目前有专业志愿

者2794名，其中律师190
名、心理咨询师544名、医

生 61 名、教师 108 名、公

务员 676 名、社会工作者

1215名。

这名90后帮教志愿者，让“小刺猬”走上正途

从留学生到学校的“国际学
生大使”，马浩在学校也成了知
名人物，不久前还因以独特视角
和丰富经历促进中外文化交融
相通、互学互鉴，架构起一座文
化沟通的友谊之桥而当选2023
年度华东理工大学“大学生年度
人物”。

“有一次，一起实习的同校
中国同学还在公司一眼认出了
我，当时感觉很高兴也很害羞。”
马浩饶有兴致地展示了他在“小
红书”上的自媒体账号，“很多中
国人对外国留学生很好奇，其实
一些外国人也一样好奇。我就
会在平台上发一些日常生活的
Vlog，让他们知道在上海生活学
习是很好的。”

正是这样的初衷，促使马浩
不仅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留学

故事，更在校内积极投身于各种
活动之中。从招生宣传片的拍
摄，到学生活动的组织，他用亲
身经历向潜在的国际学生展现
在上海学习的魅力，在学校国际
教育学院一楼大屏幕上，你也会
看到马浩熟练地用中英文介绍
学生事务办理流程的视频。他
真诚地希望，为国际学生解决生
活上的共性问题，祝福大家共同
成长，双向奔赴。

《黑神话：悟空》带来的既梦
幻又逼真的冒险世界，让许多游
戏玩家欲罢不能。游戏发布的
第二天，马浩也去玩了，继而产
生去读《西游记》这本名著的强
烈兴趣。“我还在阅读，感觉特别
喜欢。”马浩对《西游记》的喜爱
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表达上。在
最近去天津戏剧博物馆的一次

参观中，他看到了许多与孙悟空
有关的艺术品、戏服和脸谱。他
按捺不住喜悦，上阵扮成了“美
猴王”。照片中，马浩画着黑白
相间的脸谱，手持金箍棒，身穿
布直裰、虎皮裙、麂皮靴，活脱脱
一个“泼猴”模样。

马浩对《西游记》中悟空师
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
终取得真经的故事非常着迷。
他甚至开玩笑说，自己也有一
次“东游记”的经历。今年9月，
马浩和他的朋友们去重庆旅
游，虽然返程的火车坐了 20 多
个小时，但就像西游记一样，马
浩在旅行中也收获了自己的

“真经”。作为一名能吃辣的小
伙，马浩在人生中第一次领受
了真正的“重庆辣”和“重庆火
锅”。

探索中国美食与文化的旅程

成为Vlogger为上海打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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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好的机会很多

马浩。 青年报记者 徐易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