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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高峰）“三八”妇女节是

全世界母亲的节日，上海静安区为妈妈们送

上大礼包。今天上午，静安区社区宝宝屋2.0

版建设在江宁路街道启动。

上午9时许，晓晴带着2岁多的孩子来到

吴江幼儿园。早就听说吴江幼儿园以语言特

色见长，这次这里设立的社区宝宝屋也以“乐

言乐语，快乐相伴”为特色，她特地过来探个

究竟。

看到孩子在精心营造的童话世界中，学

着“摸一摸、看一看、听一听、玩一玩、说一

说”，晓晴特别满意。“宝宝开口比较晚，希望

她在这里能够得到帮助，自己也可以学到一

些语言教养技巧。”晓晴告诉记者，如果宝宝

能在这里学会听懂老师的话，有小便、口渴等

需求愿意开口表达，9月份进幼儿园学习时，

她也不用那么担心了。

今天静安区还发布了全市第一家“家庭

式滋养型”特色宝宝屋样板间，征求居民意

见。这个开在居民小区里的蒋家巷社区宝宝

屋，让居民足不出小区就可以随手“寄”娃。

记者在现场看到，“两室一厅”的中式传统家

庭风格的宝宝屋里，宝宝们可以在“小厨房”

里扮家家烧饭、打扫、做家务，还可以在“小卧

室”里装扮自己、整理衣物。“客厅”不仅是孩

子们的“玩乐区”，也是家长们科学育儿的“交

流地”。

江宁路街道办事处主任余文君表示，这

些家门口的宝宝屋，不仅是开给孩子的，也是

开给家长的，不仅为宝宝们提供每年12次免

费托育服务，同时也为家长们提供每年免费

12次科学育儿指导。

据介绍，此前江宁路街道在全市率先探

索建设嵌入式、标准化的社区“宝宝屋”，并得

到复制推广。此次在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根

据1—3岁年龄段孩子的特点以及父母在教养

方面的个性化需求，静安区进一步升级建设

社区宝宝屋2.0版，主要在三方面进行提升：

一是根据婴幼儿成长的个性需求，开出

一批各有特色的宝宝屋；二是组建1—3岁婴

幼儿教养方式联盟，研发从业人员培训课程，

为区域内从业人员培训提供专业支持，首期

培训班也于同日正式开班，未来将实现区域

从业人员培训全覆盖；三是由教育局牵头卫

生、公安、消防等部门，共同研制社区宝宝屋

运营标准，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

确保安全运行。

据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孙忠介绍，目前江

宁路街道已率先在全市完成常住人口15%社

区托额的托育服务圈覆盖。今年，静安区把

社区宝宝屋建设列入2023年实事项目，各街

镇同步规划建设，将实现社区宝宝屋14个街

道、镇全覆盖，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

性，提高社区治理效能。

静安社区宝宝屋2.0版建设今启动

宝宝玩“扮家家”妈妈学育儿经

进出地铁站或换乘地铁时，

匆匆赶路的你是否会注意扶手、

盲道、斜坡等无障碍设施？你又

是否想过，行动不便的人群怎样

才能顺利换乘地铁？上海海事

大学20岁的“轮椅姑娘”匙逸然

牵头开发了小程序“我想换乘”，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无障碍换乘

需要的乘客。

整合   余条相关路线

匙逸然与小伙伴们耗时近

三个月开发出小程序“我想换

乘”，成功整合85个上海地铁换

乘站点和300多条无障碍换乘

路线。记者打开小程序，界面很

清爽，输入“人民广场”后，会跳

出“出站信息”和“换乘信息”，例

如1号线转8号线，会提示无障

碍电梯的位置在“往富锦路方向

21号门旁/往莘庄方向20号门

旁”，之后出电梯跟随8号线标

识往右前方直行，再前往服务中

心出站换乘，出站后右转直行，

最后到达8号线站厅的无障碍电

梯，每一步都配有图片，很容易

理解。

匙逸然来自上海海事大学

新国航专业201班。6岁时，她因

为一场车祸被迫和轮椅“绑定”

在一起。但姑娘并没有“躺平”，

而是更积极地观察世界，尽自己

所能帮助身边的同学朋友。

两年前的暑假，匙逸然在康

复医院与病友的交流中发现，上

海地铁的无障碍换乘路线过长

且没有指引，不便于特殊人群的

出行。了解到大家的困难后，一

个想要帮助特殊群体的想法扎

根在她心头。

去年夏天，匙逸然组建了实

践队，确立了暑期实践项目——

“无障爱”轮椅出行地铁换乘信

息整合，并在学院团委老师的帮

助下招募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

学生志愿者及社会爱心人士。

在上海地铁相关部门和学

校交通运输学院的支持下，匙逸

然和伙伴们经过两个月的数据采集整合

和三个星期的开发，终于完成了上海所有

换乘站点的无障碍换乘路线导航指引，创

建并运营起小程序——“我想换乘”。该

小程序覆盖上海市85个换乘站

点，300多条换乘路线，用来指引

行动不便者出行。

淋雨后愿为别人撑伞

记者了解到，“我想换乘”小

程序投入使用至今，已经被访问

1300余次，为上海近900位特殊

人士提供指引服务。匙逸然也

因此被评为上海海事大学三八

红旗手。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

别人撑把伞。这句话用在匙逸

然身上，再合适不过。“我从小到

大都接受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

各界的善意。进入大学之后，我

想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回馈给

社会。”这样的心态激励着匙逸

然笑对生活。在家时，匙逸然妈

妈总是避免谈及“残疾”“障碍”

等敏感词汇，尽一切可能减少外

界对女儿的伤害；在学校，由于

在高楼层教室上课行动不便，匙

逸然的历任辅导员都会积极与

教务处沟通，调整楼层解决问

题；匙逸然身边也总会有同学陪

伴，便于帮助她上下楼梯和过坡

道……

事实上，这样的温暖在上海

海事大学似乎已经形成了“传

承”——匙逸然的学长，渐冻症

小伙唐旭设计开发了一个名为

“小蜜蜂无障碍”的小程序，网友

们通过拍照打卡的方式，在“小

蜜蜂”里标注了申城8000余处无

障碍设施，包括无障碍电梯、洗

手间、育婴室等。

除了组织开发“我想换乘”

小程序，匙逸然还是校园里的

学霸，自立自强的她，学习成绩

一直名列前茅。学业之余，她

在蓝天畅行助残服务社通过公

益创业的方式投身残障服务事

业；还参与上海亥母影业集团

关心关爱脑瘫儿童、慰问老年

群体等公益活动，投身于上海

残障服务事业。

匙逸然说，未来3到5年里，

她还将继续开展上海地铁的进站指引整

合等和无障碍出行相关的项目，用推己及

人的温暖为特殊人群做更多的事。

本报记者 郜阳 通讯员 丁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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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袁玮）

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优势，不断提升维权服务能

级，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日前，虹口

区“三八妇女维权月”举行启动仪式，仪式上，

该区妇联与上海大学法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备

忘录，借助专业力量，向广大妇女普及宣传法

律知识，虹口区为法学院的学生提供法律实践

平台。虹口区妇联还与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携手建立“反家暴一站式救助点”，《2023年虹

口妇联维权服务指南》同时发布。

多年来，虹口区高度重视维护妇女的合法

权益，专门成立区妇女儿童维权专业委员会，

各成员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实现男女平

等、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努力。区妇

联联合公安、卫健委等部门，成立区反家暴彩

虹联盟，致力于反对家庭暴力、婚姻家庭纠纷

预防化解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此次建立的虹口区首个“反家暴一站式救

助点”，充分展现了该区妇女儿童维权专业委

员会的优势和特色，为家暴受害者建立绿色通

道，从而进一步完善“做在平常、抓在经常、落

到基层”的妇联维权服务体系。作为“反家暴一

站式救助点”，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建立相关工

作制度，明确联络人、负责人及24小时联系方

式，制定相关绿色通道及救治流程。家暴受害人

110报警求助，或找到妇联组织、相关部门求助

——派出所出警处置——协助受害人就医、鉴

定伤情——救助点开通救助绿色通道——专人

陪同、让受害人快速救治——工会组织临床心

理科专家提供心理干预、心理咨询等各种服务。

当天发布的《2023年虹口妇联维权服务指

南》，是妇女维权应急响应的重要环节。该区

整理了《三级妇联维权联络人和社区民警通讯

录》，印发《反家暴自救流程》，切实做到“及时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问题隐患解决在萌芽

状态”，各级妇联组织、维权干部、职能部门形

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把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贯彻落实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本报讯（通讯员 张颖 马坦 记者 孙云）

“感谢检察官想办法帮助我，真的谢谢你们！”三

八妇女节到来前夕，杨浦检察院收到了李某等

多位外来务工妇女打来的电话，向检察官表达

她们的感谢之情。原来，杨浦检察院主动发现

一起月嫂被集体欠薪的案件线索，通过支持起

诉协作机制为她们解决了难题。

2022年6月，杨浦检察院在常态化走访区

仲裁委时，了解到李某等60余名月嫂与上海某

家政公司存在劳务纠纷。因被欠薪群体庞大，

区仲裁委依托前期与区检察院建立的支持起诉

协作机制，向检察院移送了相关线索。

经查，自2021年起，李某等人相继进入上

海某家政公司担任月嫂，该公司却长期未支付

劳务报酬，被欠薪的月嫂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

元。多次催讨未果后，李某等人向劳动仲裁部

门申请仲裁。然而，仲裁部门经审查发现，李某

等人与该家政公司系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不属于劳动仲裁的受理范围，无法通过劳动仲

裁的方式维权。李某等人燃起的希望破灭，为

了谋生，她们只能继续到全国各地务工，但是欠

薪这件事一直是她们的心病。

检察官第一时间联系区人社局，核实了被

该公司欠薪的月嫂名单及被欠薪的事实，并实

地走访了该家政公司。经了解，该公司由于管

理经营、股东矛盾等影响，现阶段经营状态不

佳，公司与月嫂们虽结算了工资数额，却无法全

部支付。

“该事实涉及人数众多且工资金额较高，处

理不好容易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承办检察官

在充分了解李某等人具有起诉维权意愿且存在

实际困难的基础上，决定采取分批支持起诉

的方式，帮助她们维护合法权益。因月嫂们

分散在全国各地，检察官采用电话、视频的方

式核实人员身份，逐一确定每人的欠薪金额，耐

心向其讲解法律流程，协助她们制定证据材料

清单等。在厘清案件事实后，向法院发出支持

起诉书。

2022年10月起，法院陆续以线上方式开庭

审理了该批案件，杨浦检察院出庭宣读了《支持

起诉意见书》。庭审中，双方都具有和解意愿，

检法共同加强释法说理和心理疏导。对个别在

利益分配方面存在争议的，检察机关协调双方

沟通形成可接受的调解方案，法院据此出具了

相应的调解书。

法院调解结案后，承办检察官一直关注案

件的履行情况，一方面敦促法院继续调查该公

司财产状况，另一方面将该公司拖欠劳务报酬、

管理制度漏洞等问题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了通

报，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加强监管。检察官表

示，将对本案持续跟踪监督，尽最大努力帮助月

嫂挽回损失。

“反家暴一站式救助点”建立

月嫂被欠薪 检察官为其“撑腰”

■ 吴江幼儿园宝宝屋的室外活动场上，孩子们在老师陪伴下开心玩耍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杨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