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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石景宇：让青少年成为连接世界的纽带

深化中外青少年的交流理解

从青年安
居到青少年心
理健康，这几
年履职期间，
市政协委员，
上海广播电
视台小荧
星集团总
经 理 助
理 、品 牌
中心总监
石景宇始
终关注青
年 问 题 。
今年，他将
视线放到了
青少年国际文
化交流上。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以 艺 术 为 纽

带，深化中外青少

年的交流和理解，

共同助力上海建设

国 际 文 化 交 流 中

心，让中华文化走

向世界。

持续关注青年安居
一个家的诞生

让青年更有安定感

2023年两会，本身也是一名
85后青年的石景宇提交了一份
《给青年务工人员一个体面的
“家”》的提案，这两年来，他依然
持续关注着新兴领域青年人在
超大城市的安居问题，也惊喜地
感受到巨大的改变，青年人对上
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来越高。

“就拿我们单位来说吧，
2024年是我们小荧星青年员工
最稳定的一年。”石景宇告诉记
者。小荧星有 500 多名青年员
工，平均年龄 32 岁，其中 40%~
50%为青年教师，95后和00后员
工占据相当比例。过去由于租
房成本高、居住条件有限，部分
青年员工对上海的认同感不高，
甚至选择离开。而随着保租房、
公租房、人才公寓等政策的陆续
出台，这一情况逐步得到了改
善。

石景宇表示，这些政策不仅
给青年人提供了更高品质的居
住环境，还促进了青年人之间的
交流与互动。保租房等大部分
居民都是年龄相仿的青年人，他
们有着共同的话题和兴趣，形成
了紧密的社群，不仅有利于青年
员工的个人成长，甚至还促进了
他们的婚恋交友。“我们单位就
有两名青年员工因为入住了同
一个小区的公租房而结缘，今年
刚刚结婚。”

一个家的诞生，让青年人在
这座城市更有了安定感。“2024
年，我们单位的人员流动率达到

了历史最低水平，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住房政策的改善。目前入
住公租房、保租房和人才公寓的
青年人反馈的居住体验都非常
好。”石景宇表示，小荧星目前还
租下了多套青年公寓，以两人或
三人一间的方式，为表现优秀的
员工提供免费入住的机会。他
曾经在提案中提到的“设立青年
宿舍”如今也已实现。

石景宇表示，从政府到单位
各个层级的“叠加”政策，让青年
人享受到了安居福利，也让他们
能够安心留在上海。“我相信，在
这样的政策下，上海会吸引更多
优秀的青年人才。”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
探索艺术与心理教育的
融合实践和可持续发展

除了持续关注青年人的安
居问题，作为一名青少年艺术类
教育工作者，石景宇也对青少年
儿童的全面发展很是关心。去
年两会期间，他提出了要关注青
少年心理健康的建议。

当时，他曾列举过一组报告
数据，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 发 布 的《心 理 健 康 蓝 皮 书
（2022版）》报告，约14.8%的青少
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且
心理健康问题呈低龄化趋势。
他也建议社会各界更加关心青
少年心理健康，比如可以采取一
些艺术教育的方式来促进孩子
的“心理疗愈”。

这一年来，在与上海各相关
委办局、有关机构、学校以及一
线教育人士的接触过程中，石景
宇也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首

先是我们的相关部门越来越重
视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了，如上
海团市委、市妇联就有青少年儿
童的心理健康热线，很多学校也
开设了心理课，设置了心理健康
专职老师。”

作为政协委员，石景宇也在
积极推动一些艺术课与心理教育
相融合的过程。“我们小荧星有艺
术类课程进校园，每年要派出将
近 300~400 名老师，在 15:30 之
后进入小学课堂，承担艺术类课
程。有沪语教学、戏剧课、歌舞课
等，培养孩子们对艺术的兴趣，这
是我们长期在坚持的。”石景宇表
示。

同时，老师们也在探索将心
理疗愈结合到艺术课程中去。
如语言表达类的课程，激发那些
关闭心门的孩子们，让他们更愿
意表达，逐步产生与人沟通的欲
望和兴趣，再建立表达能力。“能
够感受到两个学期下来，这些孩
子们没有那么闭塞了，思维灵敏
度和语言表达能力都有一定的
进步。”石景宇表示，这样的心理
发展型课程的探索他们也将继
续下去。

聚焦青少年国际文化交流
让青少年成为

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

今年的两会即将召开，石景
宇告诉记者，他今年将目光聚焦
在了如何促进青少年国际文化
交流上。

石景宇表示，上海作为国际
化大都市，不仅在经济领域发挥
着重要作用，更在文化交流方面
承担着重要使命，而青少年作为

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参与国际
文化交流的重要群体。

在他看来，上海在青少年国
际文化交流方面已经取得了一
定成绩，但在深入观察和分析
后，他也发现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青少年参与活动的
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尽管有
一些国际化的尝试，但吸引外国
个人、家庭、团队甚至机构参与
到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度
和广度，我觉得还需进一步提
升。”

另一方面，文化传播深度不
足。石景宇发现，青少年的国际
交流中，大部分为赛事活动，过
于注重技术层面的竞争，而忽视
了融入中国文化特色，未能充分
发挥以赛促交流、以艺传文化的
作用。很多青少年来华体验的
模式也比较单一，多以短期旅游
为主，缺乏对上海乃至中国社会
的深入融合和综合体验。

“青少年是最柔软的连接中
国和世界的纽带与桥梁。”石景
宇说。他也在思考如何在今年
两会期间提出完善的建议。“目
前有一些初步想法。”他表示。

比如可以创建国际青少年
艺术交流节，举办国际青少年艺
术大赛、文化展演、城市文化体
验等活动，将中国文化深度融入
赛事内容中。除了组织上海小
朋友参加国际比赛外，还应邀请
外国小朋友来上海参赛、游学、
研学，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
拓展国际交流渠道。

“我们可以在青少年国际交
流中更丰富文化主题，像是加入
中国舞蹈、美术等体验，提出‘我
眼中的上海’‘我眼中的中国’等
主题，展现中外青少年对中国文
化的理解和艺术表达。”石景宇
表示，通过这些举措，可以吸引
更多外国家庭、小朋友团队来到
中国，了解上海，感受中国文化
的魅力。同时，以艺术为纽带，
深化中外青少年的交流和理解，
共同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
都市，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石景宇向记者表示，在即将
召开的两会上，他也希望更多代
表委员能共同关注这一话题，为
青少年国际文化交流贡献更多
智慧和力量。

——市政协委员石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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