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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这
些
志
愿
者

让
静
安
寺
社
区
更
温
暖

在静安寺社区的街头、公

园、小区、医院里，常常都能见

到穿着各色马甲、手戴袖章的

志愿者。

他们来自不同的工作岗

位，是一位又一位日积小善的

普通人，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

中无私地传递着善良和温暖，

用志愿公益的力量呵护着他

们所在的社区。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

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本期，让

我们走近静安寺的志愿者群

体，聆听他们的故事。

不断拓展志愿服务的外延
逸夫职校华山分校积极参与社区志愿工作

□记者 吴佳逸

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华山分校坐落

在华山路上，作为一家辖区单位，它显得并不

起眼，但作为志愿服务集体，它早就是社区里

的“老熟人”了。

2019年 6 月底， 逸夫职校华山分校党支

部书记严佑铭在看到海园党总支的志愿者招

募倡议书后，立刻提出志愿者服务申请，并第

一时间电话与党总支书记张红芬取得了联系，

询问志愿者服务具体时间和细节。 事后，严书

记特意安排了专人负责志愿者服务队具体事

项。 了解到居民区的实际需求后，双方在多次

沟通后决定服务时间为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早上 7 点至 9 点，3 名学生为一组，克服懒

觉与高温的考验， 在社区的垃圾箱房旁站好

“暑期岗”。

尽管天气炎热，学生们依然坚持在垃圾桶

周围帮助周边的商户、居民准确地将垃圾进行

分类， 为志愿服务工作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 在居民没有分清垃圾时，学生还主动破开

袋子帮助其正确投放，这样的细节感动了居民

们， 居民起初并不知道这些志愿者是学生，便

来居委会询问：“是哪里找来的这么好的志愿

者，还这么年轻！ ”当得知这些人是逸夫职校

的学生，平均年龄只有 16岁后，居民们大为感

动：“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没舍得来做志愿者，

这些孩子却在为我们社区服务，我们说什么也

不能麻烦他们呀！ ”

2019年 11 月，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召开

在即， 严佑铭又联系了海园居民区党总支，要

求让学生也多多参与进博会的志愿工作。 于

是，在 11月 7日起的 5个清晨，在静安寺地铁

站 9号口，每天都有四位来自逸夫职校华山校

区的师生参与安保志愿服务， 他们帮路人指

路，也帮老人提拿行李，受助的路人十分感动，

要和学生志愿者一起拍个照，但都被学生婉拒

了。

当时并非假期，为了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

不受影响，严佑铭在排班时也煞费苦心，选择

没有课的老师和当周值日的学生，而严佑铭也

在周末参与了地铁口的志愿服务， 他感到，志

愿服务的难度是不大的， 但既然站在了地铁

口，就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

此外，逸夫职校华山校区也在不断拓展志

愿服务的外延。 不久前，他们加入了上海静安

幸福驿站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队伍，在中心

的要求下，六位学生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小品

《如此任你贷》，讲述了一个套路贷的故事，讽

刺了骗子的狡诈行径。12月 18日，在 2019年

绎法空间闭幕仪式“青春法则”—给你“说”

法微论坛活动上， 学生们进行了小品演出，赢

得了在场白领和居民的阵阵掌声。

除了走出去， 学校还把社区居民请到校园

里来，真正做到了资源的互换与共享。 海园居

民区每年的秋季运动会都在逸夫职校华山校

区举行，为了让更多白领参加运动会，居委会

把运动会放在了周六， 在 2019 年的运动会

上，吸引了近 200 位居民参加，老人、孩子、年

轻的爸妈都来了。 为了支持社区办好运动会，

学校派出了由师生组成的志愿者队伍， 运动

会开场前还有升旗仪式，居民们都说，有了学

校的场地、 人力加持， 小小的社区运动会也

“高大上”了起来。 在多年默契的合作下，学

校和居民区形成了良性互动，最近，严佑铭又

向张红芬提出，学校的咖啡、香包制作课很有

特色， 也可以开放一些名额给社区居民来体

验，学校每年的教职工运动会规模也很大，欢

迎居委干部、社区居民一同来参加。

积极参与社会志愿活动，深度体验社会生

活中的多种角色，校方表示，这些活动的理念

和学校的校风“致用达理，学以致用”一脉相

承，教育不仅仅是文化与知识的传授，学生在

社会实践中， 学到的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本领，

会让他们在未来就业中更加游刃有余。

师生在地铁站做志愿者

邻里互帮互助 垃圾分类不再难
垃圾分类“一带三”，街道老年协会发挥带头作用

□见习记者 陆颖陵

2019 年上海的最大热点， 莫过于垃圾分

类。 垃圾分类要从源头抓起，居民的真正认同

和主动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而在引导市

民改变旧习惯的过程里， 都少不了志愿者的

努力。 “以一带三”，一个人带动三位邻居，这

是静安寺街道老年协会提出的创新做法。 老

年协会负责人柏万青向记者解释：“静安寺大

约一万户居民，我们老年协会两千多人，一个

人带三户，基本能够做到社区全覆盖。 ”

以身作则 以一带三

成立于 2002年的街道老年协会，现有会

员 2600多人。 多年来，老年协会在社区管理

和社区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成为居委

会的好帮手。协会有健全的组织网络。每个居

委会设有两名理事， 理事下面设有五到八名

块长或楼组长， 这是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组

织基础。

2019 年 3 月人代会期间，老年协会得知

垃圾分类将立法，就将各居委会的 24 个理事

作为垃圾分类示范户，带头开展“一带三”。 7

月， 老年协会又在各居委会 150 个块长中开

展垃圾分类“一带三”。 现在，此项工作在各

居委会缴纳老年协会会费的会员中展开，逐

步做到全街道垃圾分类全覆盖。

为了使此项工作落到实处， 老年协会完

善辖区源头垃圾分类实效监督检查机制，建

立居委会垃圾分类信息反馈网络。 一方面，从

街道市容所提供的垃圾分类监督情况和考核

结果的记录资料对“一带三”的实施进行考

查；另一方面，协会协助居委会对垃圾分类中

不合格、不配合的邻居进行劝导、宣传、指导，

逐步形成上下联动的监督网络。

与此同时，协会建立垃圾分类“一带三”

督查小组， 对各居委会老年协会会员垃圾分

类“一带三”项目不定期地采取居委会之间

“咬尾巴”巡查。 定期开展线下活动，召开居

委会、楼组之间的交流座谈会，让大家都来向

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带长”进行学习等，让垃

圾分类从政府行为变成居民的自觉行动，起

到引领作用。

邻里互助 爱心涌动

由于老年协会会员与“一带三”的住户之

间采取的是相互提醒的方式，邻里互为志愿者，

相互帮助，这其中也涌现了一些暖心的做法。

华山居委会老年协会理事余友骊“一带

三”的邻居中，其中有一户是残疾人，为了方

便他们垃圾分类， 余友骊不仅耐心细致地示

范、指导，还将每个垃圾桶做好标志，便于他

们投放。 景华居委会老年协会会员赵秋芳所

居住的小区是街面房，没有垃圾厢房，过去居

民的垃圾是集中放在马路边上， 居民对垃圾

分类颇有意见， 赵秋芳不厌其烦逐户上门宣

传、解释，现在居民们都很配合。

在老年协会会员“一带三”的工作中，党

员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他们“一个党员一面

旗”，在垃圾分类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

义坊居民区的党员商玉坤不仅自己积极参

与，还组建了一个微信群，用来学习交流垃圾

分类知识，宣传垃圾分类好处，掌握垃圾分类

的状况， 通报处理垃圾分类中的问题和表扬

好人好事等。以一带三，既推动了垃圾分类工

作，又增进了邻里之情。

义务站岗 无私奉献

在宣传引导垃圾分类的过程中， 志愿者

们表示自己也收获许多。 虽然志愿者大多数

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但他们为环保公益事业

积极奉献的热情却丝毫不比年轻人少。 夏日

冒着酷暑，志愿者们顶高温，战蚊虫，严格值

守，从没有离岗行为。工作中认真宣传垃圾分

类知识，手把手帮居民分类，有个别居民混放

乱扔，志愿者们和颜悦色地耐心说服，主动清

理乱扔的垃圾。 他们不计报酬、无私奉献，发

扬“不怕脏，不怕苦”的精神，一遍又一遍地

耐心叮嘱。

耄耋之年的金秀英老人，摔倒后骨折了，

还拄着拐杖，就积极要求值班。 她说，做志愿

者工作让她的生活很充实， 希望能为垃圾分

类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7 岁的陆元祥是一名党员，曾在企业担

任领导工作，退休后回归社区为人谦虚低调，

积极参加社区活动， 这次更是冲在垃圾分类

工作的第一线， 常常主动要求多安排一点志

愿者工作给他。

一位又一位的志愿者， 他们的辛苦付出

获得了居民们的认可。 随着参与垃圾分类的

居民不断增加， 垃圾分类正在转化成为静安

寺居民生活中的一个习惯， 垃圾分类理念正

渐渐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老年协会开展垃圾分类督导

从晨练队里来的志愿者
静安公园“七不”宣传志愿者服务队成立 20 周年

□见习记者 陆颖陵

绿化志愿者、 助医志愿者、 地铁文明岗

……这支队伍有很多称呼， 但只有一种底色，

那就是志愿者。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能看到他

们。

这支四百多人的机动志愿者队伍来自静

安公园的晨练队。 20 年前， 公园提供晨练场

地， 并引导晨练人员自发守护公园的整洁环

境，劝阻不文明行为，久而久之，从晨练队里培

养出了一支“七不”宣传队。 慢慢地，他们的文

明足迹从公园延伸到了地铁、医院、马路等。 20

年来，队里虽有新老交替，但大家始终保持志

愿服务的初心，坚守岗位，发光发热。

既是晨练队员也是志愿者

静安公园历史悠久， 是许多居民游乐、休

闲、健身、体锻的好去处。 1999 年 10 月 1 日，

静安公园实行开放式管理，出现了一些不文明

现象：聚众赌博、乱扔垃圾、损坏绿化、随地大

小便……为此，静安区绿化管理局与静安寺街

道联手，发动公园内晨练的队伍，共同参与文

明公园的创建。 公园志愿者“七不”宣传队在

公园和街道的大力支持下诞生了。

每天上午 7点到 10点， 队员开展义务巡

逻，捡拾垃圾，宣传“七不”规范。 “当时公园

的厕所实行付费制，上厕所要花一元钱，但对

志愿者免费， 这样一来， 大家的积极性更高

了！ ”队伍负责人沈慧介绍，队员们还把“七

不”规范编成歌，录制成音带，在公园里播放。

公园里的不文明行为得到了有效制止，聚众赌

博的现象完全消除，损坏绿化的现象也基本杜

绝。

20 年来，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由原来的

三支队伍发展到现在十五支队伍，人数增加到

四百余人，成为了静安公园文明志愿服务的一

块金字招牌。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华山医院

皮肤科全国闻名，就诊人数居高不下。每天，医

院门口人潮拥挤，车辆拥堵。“排队 3小时、看

病 5分钟”，成为病人吐槽“重灾区”。 公园宣

传队见此景象，与医院对接，化身成为助医志

愿者，帮助维护就医秩序。

多年来，志愿者们帮助化解医院各种小摩

擦、小纠纷，不计其数。他们面带微笑在医院门

急诊大厅、电梯口、挂号取药窗口和输液室等

重点位置，主动为患者（特别是老年病人）提

供服务，或是指引就诊路线、引导陪伴，或是帮

助挂号取药、搀扶行动不便的患者，提高患者

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他们成为畅通医患关

系的“润滑剂”，还成为了患者身边贴心的勤

务员。

如今自助挂号、分层收费、报告查询打印

等现代化设施投入使用，这些现代化的设施在

给患者就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不少老年病

人看病碰到了新问题。“自助挂号区域总是挤

满了人”沈慧说，他们除了做好导医、指路服

务外，还帮助医务人员积极做好病人的疏导和

解释工作，把一些医患小摩擦、小纠纷消灭在

萌芽状态。

有位腿脚不方便的老人经常独自来医院

看病， 志愿者严法荣见了就主动上前陪护，帮

助其看病拿药。 交流之中，严法荣得知老人固

定每周二上医院，于是他便向队里申请周二上

岗。 这一举动让老人十分感动。 像这样的暖心

故事在队里还有很多。

义务奉献收获认可

静安寺地铁站作为 2 号线与 7 号线的换

乘站，早晚高峰人流量密集。 为了协助地铁工

作人员做好引导乘客工作，“七不” 宣传队的

志愿者上岗了。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和晚上五

点半到六点半，在地铁站的进出站处都能看到

他们的身影。 或是解答乘客疑问，或是引导帮

助刷卡，或是阻止逃票的不文明行为，志愿者

们往往一忙活就忘记了时间。

一次，志愿者韩玉红站岗的时候，正好遇

到一对来自美国的母女俩，推着三个大的旅行

箱，背着两个旅行包，身上还挎着双肩包，几次

欲向其他等车的人开口询问，却又止住。 “看

到这一幕，我上前问她是否需要帮助，但是我

不懂英文，好不容易弄明白他们要去浦东机场

赶飞机， 因为行李太多， 又不知道地铁的方

向。 ”于是，韩玉红向地铁内两个年轻人求助，

帮她们搬了行李，指了路。 “这对美国母女直

夸中国人真好， 上海人真好， 我心里也很高

兴。 ”

“做志愿者，最重要的就是认真二字”。沈

慧告诉记者，队里成员平均年龄 60 岁，很多骨

干都已年过七旬。 但只要站上志愿者岗位，他

们就会拿出百分百的精气神去做好这一份义

务的工作。

志愿者合影

一声提醒 一句叮咛
一名交通志愿者的十年坚守

□见习记者 陆颖陵

冬日寒风阵阵， 在常德路南京西路人来

人往的路口， 除了川流不息的车和行色匆匆

的人，穿着橙色马甲，头戴橙白相间的帽子，

挥动着橙色小旗子的志愿者在人群中尤为瞩

目。 绿灯亮起，“橙马甲”挥动旗子，示意市民

走斑马线过马路。 这位志愿者名叫郑海英，她

在富民路的青凤家政服务中心工作， 还一手

带出了一支由 40 多位家政护理员组成的义

务交通文明志愿者队。

乐观豁达知心大姐

初见郑海英时， 就被她灿烂的笑容深深

地感染了。 68岁的郑海英已经在青凤服务中

心工作 20 多年， 成为一名交通志愿者也有

10 年的时间。 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 7:30 到

8:30， 下午的 4:30到 5:30， 队员们轮流值

班，虽然辛苦，但郑海英感到当志愿者的生活

很充实、很快乐。

乐观开朗的郑海英在生活中却不是事事

顺意，生活给了她许多磨难，不仅要担起家庭

的重担，还要担起照顾哥哥的责任，但她从来

没有沮丧过放弃过， 用微笑来面对生活的考

验，她的乐观感染了身边的很多人，大家都爱

和她聊聊心事、说说烦恼，久而久之成了远近

有名的“知心大姐”。

不论严寒酷暑，风雨无阻，志愿者从不缺

席。 郑海英关心队员，还自掏腰包，夏天为队

员买水，冬天给队员买护膝。 过年过节，为了

让家在外地的队员安心回家过年， 她就发动

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参与站岗。 郑海英哥哥

家在静安寺，为了方便照顾，她便经常住在哥

哥家里。于是，有队员出了状况，堵在路上，不

能准时到岗时，郑海英就会第一时间补位，大

家笑称她是“救火队员”，也从心里认可她。

微笑提醒温暖人心

“志愿者工作很辛苦，但我们不怕辛苦，

就怕别人不理解。 ”和郑海英一样，做过交通

志愿者的窦阿姨说道，“有些人不理解我们，

劝导他们不要闯红灯，不要站在斑马线上等红

灯，反而责怪我多管闲事，这是我最难受的，郑

阿姨经常会来开导我们，教我们提醒别人的时

候语气缓和，礼貌用语，懂得换位思考。 ”

有些人会觉得交通志愿者的提醒是多

此一举，红灯停绿灯行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常

识，根本不需要提醒，但郑海英却从未怀疑

过自己工作的重要性，着急赶路的老年人忘

记看指示灯就往马路中间冲，沉迷于手机的

年轻人不注意信号灯而闯红灯等现象是很

常见的。“我见过不顾提醒硬要闯红灯的人，

在马路上的惊魂一刻，差点酿成惨剧，回过

神来后悔没听劝导”，郑海英回忆道。交通志

愿者的一句提醒，能让他们在危险的边缘及

时刹住车，避免悲剧的发生。 她说，就算行人

不耐烦她也依然会上前提醒，比起不被理解

的委屈， 她更不愿意看到血淋淋的悲剧发

生。

“大多数人都很配合我们的工作，一提醒

就主动回到安全线内。 ”郑海英说，“看到他

们的笑容，我觉得很开心、很满足。 ”

郑海英站岗指挥

郑海英（左）和队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