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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助老服务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新区代表处近日

联手市慈善基金会“初升的太阳”暨国际友人

助学项目，共同为青少年暑期安全自护教育

献计献策。

7月15日，青少年游戏素养主题活动——

保护少年的你，在花木街道东城社区管理中心

开展，活动邀请了18名“初阳”受助学生代表

参与现场互动交流。浦东12355青少年公共

服务平台社工朱荣磊通过《东亚大陆历险记》

视频资料，引导青少年增强安全自护知识及自

我防范意识。

在“游戏物语体验”环节，青少年分组设

计一款“安全自护”主题游戏。各队组员通过

头脑风暴、思维碰撞，明确游戏目标、规则、反

馈系统等元素，一款款游戏demo逐渐塑造成

型。游戏主题以暑期防溺水为主题的“超级

水侠”游戏，引导青少年自觉学习防溺水知识

和溺水救助技巧；以禁毒宣传为主题的迷

“毒”沼泽游戏，通过禁毒知识问答形式，帮助

青少年进一步揭开新型毒品的“真面目”；以

反校园欺凌为主题的“自救”游戏，鼓励青少

年共同抵制校园霸凌和欺凌不良行为……

自2008年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新区代

表处携手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开展“初升的

太阳”暨国际友人助学项目，通过专业理念和

服务技巧，关注受助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思

想动态，并建立一人一档，取得了良好的服务

效果。 李一能

“初升的太阳”开展主题活动
关注青少年暑期安全

7月12日下午，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

校政教处康乐、沈达两位老师率六年级学

生代表来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松江区代表

处，将六年级师生在六一儿童节爱心义卖

活动中筹集的4600余元善款全数捐出，用

于“蓝天下的蒲公英”系列助学项目，用爱

心点亮困难学生的希望之光。

捐赠仪式上，松江区代表处的沈林老

师热情接待了东华附校师生一行，感谢学

校对松江慈善公益事业的关心与支持，并

介绍了基金会的发展历程与服务宗旨，讲

述了“蓝天下的蒲公英”项目的设立背景，

以及发起人——上海市“慈善之星”金裕龙

的优秀事迹。宣讲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

听，并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松江慈善捐赠大

厅和慈善文化走廊，了解到慈善基金会是

如何让一个个资助项目落地生根，发挥“雪

中送炭”的作用，以及在参与社会治理创

新、推动共同富裕等进程中的角色定位。

“当社会爱心人士团结起来，就像一股股细

流汇聚成一条大河，抚育和滋养着我们这

个社会大家庭……”同学们由衷感慨道。

通过实地参观和沈林老师的讲解，同

学们脸上流露出对社会爱心人士的敬仰和

对慈善公益活动的向往。参观结束后，沈

林老师鼓励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争做奋发自强、立志成才、心

怀感恩的新时代好少年。 李一能

7月20日下午，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孝

亲敬老”系列慈善公益项目在虹口区启动了

“慈善集市进社区 ·为老服务到身边”子项

目。该项目今后将依靠社会各界爱心力量，

针对老年群体需求，定时定点持续为老年人

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助老服务工作，重点

为高龄低保失能失独老人提供服务。虹口区

多家爱心企业共计在现场捐赠1497.2万元

善款，造福虹口区困境老人。市慈善基金会

理事长钟燕群、虹口区委书记李谦出席启动

仪式。这也是继青浦区、奉贤区的子项目后，

市慈善基金会启动的第三批“孝亲敬老”系

列慈善公益项目。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和有效监管，使服

务老人行动更加精准化、常态化、便利化和

品牌化，市慈善基金会将作为“慈善集市进

社区 ·为老服务到身边”项目的指导单位、市

慈善基金会虹口区代表处将作为项目的主

办单位，虹口各街道将作为项目的承办方。

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肖堃涛、市

慈善基金会虹口区代表处会长管维镛、虹口

区曲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普宝等，现场签

署了相关合作备忘录。

现场，爱心企业上海北外滩（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长远集团、上海虹房（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虹口商业（集团）有限公司、金

龙鱼慈善公益基金会、上海下海庙、上海市

虹口区市容建设有限公司、上海北中环科

创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物业

管理行业协会虹口代表处、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口支行等，共计向市

慈善基金会虹口区代表处捐赠善款977.2

万元；虹口区各街道也捐赠了共计520万元

善款。同时，雅培中国也计划在未来三年

内，每年向市慈善基金会虹口区代表处捐

赠价值100万元全安素和益力佳，定向用于

资助困难老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市

律师协会、上海美容美发行业协会、上海市

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上海市康复器具协

会、新民晚报“新民帮侬忙”栏目、上海家用

电器行业协会、东方希杰商务有限公司等爱

心企业也加入到了此次“慈善集市进社区 ·

为老服务到身边”项目中来，现场与市慈善

基金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将为社区老人带

去中医义诊、义剪、法律援助、电器维修、家

政服务等便民服务。 李一能

“孝亲敬老”项目筹款    万余元造福困难老人

“蓝天下的蒲公英”
用爱心点亮困境学子希望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王笛）年
纪大了，现有的居住环境不适宜养老怎么

办？普陀区石泉路街道推出的适老化改造样

板间，近日在陆一居民区亮相，宽敞明亮、窗

明几净的样板间，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

需求和日常生活习惯，依次按照卧室、厨房和

洗手间这3个老年人高频生活场景和生活动

线精心打造，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方便、

舒适。记者上午实地探访了这个样板间。

消除摔倒空间诱因

走进陆一居民区党群服务中心，30多平

方米的适老化改造样板间映入眼帘。在卧室

样板间，主要展示的产品是智能医疗床，给行

动不便、长期卧床的老人使用，具有起身、抬

腿、翻身的辅助功能，还设有便孔，方便有需

要的老人如厕。

厨房样板间着重考虑了老人储藏、洗涤、

操作、烹饪等行为的空间需求，为他们进行烹

饪操作消除空间障碍。如灶台不像以往平板

式的柜子，额外做了凹进设计，便于使用轮椅

的老人推入；而吊柜也设计成感应升降模式，

不用起身便可拿取物品。居民咨询次数最多

的洗手间区域，在改造上也有不少巧思。石

泉路街道服务办工作人员杨思珺现场介绍

道，老年人生活中最常遇到的困难和安全隐

患，就“藏”在洗手间，要最大程度消除老人摔

倒的空间诱因。“我们在老人需要起身或坐下

的活动处，如马桶和淋浴区域都安装了扶手，

让老人可以借一把力；而浴室镜子的角度则

向下倾斜，便于坐轮椅的老人使用。”

陆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奚望告诉记者，

适老化改造诞生于老龄化背景下，是指居住

及社区环境能适应老年人宜居目标的优化改

造。如能为残障人士提供如厕、沐浴便利，又

能满足独居、失独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

实事工程居民受益

样板间亮相后，相关产品均可单项订

购。杨思珺具体解释，以往不少适老化改造

项目，可能需要对家居环境大尺度改动，工程

耗时久，总开支也让居民望而却步，现在选中

最符合家庭需求的某个产品，可单独订购，也

可成套购买。“适老化改造就像在餐厅点菜一

样简单，有可以满足老人基本生活需求、以安

全和生活便利需要为主的基础型改造，还有

能提供丰富居家服务供给、以提升品质为主

的全面型改造。”

年近七旬的吴阿姨是居民区首批享受适

老化改造升级的家庭之一，丈夫视力残疾，家

中洗手间面积有限。获悉居民区提供适老化

改造项目后，她申请改造洗手间。在吴阿姨

家，记者见到了适老化改造后的洗手间，更换

了智能马桶、恒温花洒、电热毛巾架，添置了

厨房抽拉龙头、适老椅等设备。使用一段时

间后，吴阿姨十分满意，“空间没有变大，但增

加的设备，让洗手间更整洁，用起来更安全。”

记者从石泉路街道了解到，目前，通过

“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老人出一点”的

项目理念，让具有本市户籍且居住在本辖区

内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低保、低收入、高龄独

居、纯老家庭、长护险2级及以上、无子女等老

人，在申请改造时均能享受到一定金额的补

贴。截至6月底，辖区内已完成签约36户。

石泉路街道推出适老化改造样板间，
符合条件的老人可享补贴

可单独订也能成套买 暑假出行旺季，出门的孩子

多了，关于“熊孩子”的争论也多

了。原本，大家批评公共场所哭

闹跑跳的“熊孩子”，批评的是孩

子背后不管不顾甚至推波助澜的

“熊家长”。但最近围绕“熊孩子”

的争论却有所升级，一种名为“厌

童”的情绪在网络蔓延。

前几天，某位作家也在社交

媒体记录了若干自己带孩子遭苛

责的经历，引起家长大吐苦水。

一边，家长抱怨现在带娃出门，一

路战战兢兢，生怕一不留神惹怒

他人；另一边，网友认为，家长管

不好自家孩子，还怪舆论不宽

容。评论区里有人提出要在交通

工具、公共空间设置“禁童区”。

婴幼儿在公共场所不能自控的行为，

绝大多数时候是其生理发展的表现，而非

行为规范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要倡导

“呵护柔软的群体”，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

到城市规划之中。因为少数不文明现象就

排斥整个亲子群体，是不公平也是不理智

的。这样的争吵让人思考：“厌童”究竟是

少不更事的时髦标签，还是不良自媒体故

意引战抛出的流量密码？

在我看来，不该滥用“厌童”标签。放

下偏见，携手探讨如何建立儿童友好、母婴

友好的社会空间，这才是正道。这种探讨，

除了社会成员要做好自我约束，更需要一

个包容、便利的环境，能让多元化的声音更

理智地探讨。带孩子的家长需要被包容，

年轻人同样需要被包容，而有关部门更需

要倾听和投入，来做更多人性化设置，如高

铁设立“静音车厢”“儿童车厢”等，以满足

多元化需求，让差异个体都能在公共空间

找到各自舒适区，这才有利于社会共同进

步，真正促进“儿童友好”“生育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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