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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效祖国 建功西部”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报名通道
已于3月开启，上海商学院团委
正组织西部计划宣传活动，打造

“前期宣传、过程关怀、后期延
展”长链条育人机制建设。昨天
的志愿服务活动中，联合星火远
程支教，借助“AI+乡村教育”的
创新形式，增进同学们对西部计
划的认识，激发投身西部建设的
热情，号召上商青年在奉献中实
现自身价值，在祖国需要的地方
贡献青春力量。

另一边，为同学做实事义
诊暖心服务也热闹开展。校团
委、学生会特邀中国福利会国
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专家团队，
通过义诊专业指导，为师生带
来贴心的健康管理服务，既提
升师生的健康意识，又传递了

“医者仁心”的公益理念。校红

十字会开展“急救在心，让爱无
碍”系列活动，现场普及急救知
识、应急救护技能，以实际行动
践行雷锋精神，让爱与温暖在
校园中不断传递。

作为持续运营14年的五星
级公益社团，“爱心贵州”社团始
终聚焦贵州贫困山区的教育帮
扶与乡村振兴，孕育和培养了一
大批热心公益事业、支持公益事
业的青年，也让累计有550名左
右的孩子受到帮助，数十位孩子
成功考上名校。昨天，社团团长
赵晨曦和成员带来了丰富的照
片展示和答题比拼，带领身边同
学了解贵州支教活动的精彩瞬
间，加深对支教事业的了解，也
激励更多人关注和参与支教志
愿服务，为贵州的孩子们送去知
识与关爱，共同为乡村教育事业
贡献力量。

志愿者讲述
“追光”故事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青
年志愿者教“银发族”学手机技
能，老人们回头就组建银发志
愿服务队，将时代变迁的故事
打磨成光；青年小店主理人林
华伟在“巨富长”街区开起青年
茶馆，然后他的茶室却成了个

“公共议事厅”……昨天，在静
安区委社会工作部、静安团区
委、江宁路街道共同举办的“向

‘宁’致‘静’同心追光”2025年
“3·5”学雷锋日志愿服务主题
活动上，志愿者们讲述了他们
在静安的“追光”故事。

在静安，300余名老人在志
愿者们的常年陪伴下“幸福合
拍”，学会了手机拍摄，用镜头
传递声音、记录社会热点。

在社区里，全国最美志愿
者卜佳青，除夕夜突遇邻居老
伯心搏骤停，他运用红十字救
护员技能，第一时间实施救援，
成功赢得了院前急救黄金 15
分钟，让老人重获新生。

在“巨富长”街区，“长乐
966就业创业服务站”，志愿者
们推出了“我的小店开在巨富
长”快闪活动，还孵化了“退休集
市”的创业项目，集市里陈列了
很多由老年人制作打磨的精湛
手工艺品，不仅成就了他们展现
智慧和梦想的舞台，更让支持青
年创业团队走得更稳更远。

还有宁聚·暖心驿站的网
格站点里，志愿者们为快递外
卖小哥拍摄正装照片、科普法
律知识，无声咖啡师为他们递
上暖手咖啡，以心暖心……

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
引导静安广大志愿者积极投身
人民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静
安团区委在区委社会工作部指
导下，不断擦亮“新青年 新雷
锋”四季志愿公益计划品牌，以
社区为主阵地，聚焦服务群众
多元需求，常态化开展志愿服
务进社区、进街区、进商圈，同
时吸纳更多社会资源共同参与
基层治理。

特色小店代表“沐白茶事”
的主理人林华伟从小在茶山长
大，大学毕业后，却选择在巨富
长街区开起青年茶馆。

在多数人印象里，茶室是
休闲品茗之地，但他的茶室却
成了个“公共议事厅”。在这
里，大家本着“有事共聚议，无
事常碰头，街区共美好”的目
标，群策群力地解决快递沿街
堆物、不文明养宠等街区治理
难题，“主人翁”的智慧在这里
汇集、迸发。

“希望这里能成为街区热
气腾腾、美好故事的最佳分享
地。”林华伟说。除此之外，他
还在茶室设立暖“新”休憩点，
小小的空间成为了快递小哥忙
碌奔波之余的“温暖港湾”。

上海多所高校开展青年志愿服务集中行动

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

在第62个“学雷
锋纪念日”来临之际，
沪上各高校积极响应
号召，开展各项志愿
服务活动，师生们以
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
神，让雷锋精神在新
时代绽放更璀璨的光
芒。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丁文佳

实习生 张欣雨

上海政法
学院学生赴乡
村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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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在松江区6个街道的
阳光之家里，总有来自东华大
学智力助残服务队的青年志愿
者们为残障群体开展做手工等
活动。这支队伍前不久在上海
市政府颁布的第二届“上海慈
善奖”上，荣获慈善楷模。1995
年，一群东华学子在校园的晨
光中许下诺言——“服务他人、
奉献社会、育己育人”。30 年
来，12500余名志愿者的接力奔
赴，用行动将雷锋精神代代传
递，在上海的街巷间刻下了一
部“助残育人”的青春故事。

“‘智力助残’指的是大学
生利用自己的智慧和专业知识
及能力，致力于提升残障群体
的认知、理解和解决问题能力，
以期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
会。”东华大学智力助残服务队
指导老师姜雪梅告诉记者，一
开始，大学生们带着书本走进
残障家庭，为孩子们点亮知识
的微光。比如“阳光之家”是服
务队刻在时光里的印记。每
周，志愿者如约踏入社区，用画
笔绘出笑脸，用真诚叩开心扉，

30年累计服务超21万小时。
如今，经过 30 年的发展，

“智力助残”从一开始朴素的助
残行动，在新时代背景下走向
了更深的含义。姜雪梅介绍，

“这意味着科技助残、美育助
残，用专业化知识助残。”这束
光已化作“菜单式助残”的繁星
——阳光之家奉献爱心活动、
残障子女一对一家教、雷锋月
等主题月、科创智助设计残疾
器械等10项服务涵盖科技研
发、心理支持、文化赋能，辐射
上海300余个残障家庭。

一代代队员们铭记和践行雷
锋精神，更有人追随前辈足迹，在
云南深山或雪域高原续写“长期
主义”——服务队队长苏金鹏博
士毕业后放弃了高薪工作，到云
南扎根；服务队的95后志愿者陈
蓉主动申请到海拔最高的日喀
则定日县工作……他们投身于
基层、投身于西部，在祖国大地
继续传播志愿服务理念。30年，
于东华大学智力助残服务队而
言，是沉淀，更是启程——他们
的故事，永远“进行时”。

雷锋，这个名字早已超越
了个体，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融
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西部计划志愿者，进博会
会期志愿者、仿真演练志愿者、
青浦城市文明志愿者……上海
政法学院各类志愿者代表在昨
天的座谈会上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聚集一堂，共同重温
志愿者的温暖记忆。

“如果可以，我还会支教。
如果可以，我还会去做点什么，
哪怕很小。”上政人工智能法学
院的林容楚的话音刚落，掌声
雷动。

去年，经过选拔，她与一群
来自天南海北却志趣相同的小
伙伴踏上了为期1个月的河南
乡村支教生活，带给孩子们新

知、美好和梦想。离别时分，孩
子们对老师们的喜欢溢于言
表，纷纷塞来小纸条，上面写满
了不舍与眷恋。这次公益活
动，对林容楚而言，是学习雷锋
精神的起点，同时她也认为雷
锋精神没有时间、空间的局限，
只要心怀热忱，便能随时开启
奉献之旅，用爱与温暖去点亮
他人生活的天空。

校团委介绍，雷锋精神成
为每一位上政学子心中的信
念。从开展“3·5”学雷锋纪念
日暨“传承雷锋精神，争做时代
新人”青年座谈会，到“学雷锋”
实践育人工作坊的成立，再到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上
政学子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雷
锋精神。

携手绘就春日暖阳

志愿服务实践蓬勃开展

上海商学院
▼

上海政法学院
▼

东华大学
▼

从一盏灯到满天星

上海商学院组织西部计划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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