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想档案
虹桥

编者按：如果给你 1 分钟做梦，
你会梦见些什么？ “虹桥梦想档案”
栏目聚焦虹桥人 ， 记录他们的梦
想、希望、激情与追求，勾勒出幸福
梦具体真实的轮廓。 欢迎您来电或
者来信告知我们你的梦想。

红色宣讲员夏云龙：
退休后，他选择继续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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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智慧生活，虹桥老人学习“一机走天下”
“如果你想拍摄全景照片，那

么就选择‘全景’模式，然后轻点快
门按钮，沿着箭头方向缓慢移动，保
持箭头位于中心线上。 若要完成拍
摄，请再次轻点快门按钮。 ”近日，
虹桥街道综合为老中心“友乐微学
堂”教室内，一位来自上海师范大学
智慧老人公益服务工作室的志愿者
正在为 20 多位老人讲解着如何使
用手机进行室外拍摄， 其他的志愿
者则在教室里解答老人们的疑问。

这堂课，便是每周三下午在虹
桥街道综合为老中心进行的“智慧
老人”课程。

2018年，虹桥街道社区志愿服
务中心联合上海师范大学，开办了
“智慧老人”志愿服务项目。 2019
年，虹桥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
心成立后，继续深化与上海师范大
学的合作，以“献青年人一份孝心、
唤子女们一份耐心、给老人们一份
舒心”的理念，将“智慧老人”课程
更加深入细化。

“智慧老人”志愿服务项目根据
新时代老年人对于新媒体素养的需
求，结合青年志愿者专业特点，创设

教授老年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等课
程，培训志愿者服务技能，编写“智慧
老人”系列服务教材，实施教学服务
计划，致力于帮助老年人乐享智慧生
活，成为新时代的“智慧老人”。

结合老年人需求， 主办方设计
了“入门、沟通、生活、阅读、休闲、
防骗、 手机摄影与照片处理、 支付
宝”8 门课程，囊括了微信、高德地
图等实用手机软件， 从基础入门到

复杂应用，实现了衣食住行信息安
全等多重内容供给与全覆盖。 并根
据老年人特点，制作了“大文字 +
大图片”的课件，并辅以文字讲义
方便学员课后复习， 且在公众号
“智慧老人课程服务”上推出“智
慧老人”教学干货小视频，帮助老
年人掌握智能手机使用方法。

2020 年， 应老人们的需求，
“智慧老人”课程开出了健康码、申

城出行等的课程， 让老人们获益匪
浅。 几年来，“智慧老人”课堂项目
已让 3000多位老人受益。

学用手机带给张奶奶最大的变
化就是越来越敢出门了。 以前，张奶
奶不敢打车，不敢坐公交车，不知道
怎么申领健康码， 觉得出门心里不
踏实，便把自己封闭在家里。 自从来
到“智慧老人”课堂，接触了智能手
机，也陆续学习了如何用手机打车，

如何快速打开“随申码” 等功能。
“我现在心里踏实了，也喜欢走出家
门了，生活因此变得越来越开阔。”。

洪老伯的子女远在他乡，平日
里他和老伴儿两个人互相照顾。 自
从用上了智能手机，学会了视频功
能，洪老伯和老伴心情舒畅了很多，
通过视频，老两口随时随地都能和
孩子打视频电话，了解他们的近况。
不仅如此，许久没有联系的老战友、
老同学、老朋友也通过手机联系了
起来。“这几年，大家越来越习惯用
手机叫车，通过招手打到车变得越
来越难。 ”洪老伯表示，这曾让他很
无奈。但是现在，洪老伯通过“智慧
老人”课堂已经学会使用“申程出
行”app，通过里面的“一键叫车”
功能，洪老伯可以上车后再告诉司
机目的地，这让洪老伯出行便利了
很多。

下一步，虹桥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分中心将进一步做好项目需
求和供给的无缝衔接，让更多人乐
享七彩志愿公益，共践新时代文明
风尚。

（上海长宁）

老人们认真学习使用智能手机

□记者 陈毓磊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80
岁的长虹居民夏云龙内心深处怀着
对党和国家的无比深厚的崇敬之
情、感恩之情。“我出生在解放前共
产党领导的老解放区， 小时候只有
冬学上。 新中国成立后，我能顺利考
上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全靠
党和国家。 所以退休后，我要尽己所
能回报党、回报社会，把党的声音、
党的温暖带给社区居民。 ”

红色宣讲员
把党的声音带给居民

2014年退休后，夏云龙回到社
区，积极参与社区的各项事务、担任
志愿者。 因为有过从教经验，夏云
龙在街道和居民区党总支的推荐
下，担任了长宁区十九大精神的宣
讲团讲师。 他为自己的宣讲总结了
“六性”，即党性、科学性、趣味性、
时代性、互动性、针对性。 “我做宣
讲员，党味和土味相结合，既要正
确地宣讲十九大精神， 也要接地
气，让底下的听众听得进去。 ”

前不久， 夏云龙在长虹小区为
党员们上党课， 宣讲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

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了增加讲座的趣味性，夏云龙上
网寻找了长宁区国棉五厂旁苏州河
的老照片，将曾经黑臭的苏州河旧
貌与如今干净清澈的新貌作对比，
让听众们知道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
重要性。

当了五十多年教师的夏云龙，
多年来养成了“备课”的习惯。当了
宣讲员后，他也会在每一次上党课
前，根据不同情况，适当有针对性地
选择讲课内容。夏云龙说：“课前做
好充足准备，上课的时候才能做到
胸有成竹。 ”

去年夏天，夏云龙受邀去安顺
居民区作宣讲，由于临时接到任务，
夏云龙放弃了休息时间，前往安顺
小区，在小区宣传栏内、居委办公室
内了解安顺小区的情况，并将居民
区的先进党员、好人好事融入自己
的讲课内容中。 宣讲当天，底下听
众看到了自己的身边人、身边事，立
马有了聆听党课的兴趣，甚至还时
不时与夏云龙互动。

立法参与者
传递居民群众的声音

除了担任街道十九大精神的宣
讲员，夏云龙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虹桥街道基层立法
联系点的信息员。2017年正式颁布
的《国歌法》就采纳了夏云龙等人
的建议，增加了第五条：国家倡导公
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
表达爱国情感。

国歌法草案征求意见时，夏云
龙提出，要倡导和组织公民在适宜
的场合奏唱国歌， 表达爱国情感。
“我的成长、我的职业，让我知道培
养青少年的爱国情怀很重要。 所以
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倡导全国公民
在参加重大会议的时候，不仅要升
国旗、行注目礼，我们还要高唱国
歌， 让五星红旗永远印刻在我们心
中。 没想到这条建议被采纳了，成
为 2017 年正式颁布的国歌法中的

第五条。 ”
在夏云龙看来，这可不是他一个

人的功劳。夏云龙是长虹居民区第一
党支部的支部委员， 又曾是老师，桃
李满天下，居民、学生都愿意跟他聊，
“每次去参加立法意见征询会之前，
我都会从其他居民那里收集意见建
议，把大家的声音传递上去。 ”

2018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草案）》在虹桥街道召开
立法听证会， 夏云龙在会上为社区
老年人发声。 上海生活垃圾的分类
标准为四分法， 将垃圾分为有害垃
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四类。
对于分类方式和名称， 夏云龙十分
认可，他谈道：“四分法大家已经习
惯了，应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暂时不
要改动。如果分得太细，像我们这样
的老年人会更加搞不懂。 眼下而且
重要的是如何做到四类分清， 需要
更多宣传，帮助老百姓准确分类。 ”

长虹热心人
退休后在社区发光发热

平时，在长虹小区里，夏云龙也
是一个热心肠。 长虹小区的居民每
季度都会收到一份名为 《长虹佳
苑》的小报，这是居民区党总支牵

头，办的小区报。 据长虹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陆卫介绍：“小区报的创
办，既可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又可
以成为长虹小区居民问事、议事的
课堂，还能为小区党建工作的和群
众工作的智库。”而夏云龙就是《长
虹佳苑》采编队伍的一员，从小报
的信息采集，到稿件撰写、稿件校
对，都有夏云龙忙碌的身影。

退休后，夏云龙也不忘自己曾
是一名人民教师，加入街道关工委，
关爱社区青少年。 几年前，长虹小
区有一名单亲家庭的孩子小勇（化
名），初中毕业后进入技校学习。夏

云龙与他结对后， 非常关心小勇的
学习和生活情况， 定期与他微信沟
通、电话联系。 后来，小勇搬家至南
翔， 夏云龙还带着书籍和礼物去南
翔看望小勇。 在夏云龙等人的关爱
与教导下，小勇圆了大学梦，

夏云龙总是谦虚地说：“我做
这些， 一方面是感激党和政府带给
我们今天这样美好的生活， 另一方
面也是对长虹居民区党总支、 居委
干部长期关心照顾我们老年人的回
报。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也是一名
人民教师，我做这些都应该的。志愿
服务，也丰富了我的晚年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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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夏云云龙龙在在社社区区宣宣讲讲

夏夏云云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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