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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托育

社区晨报记者 吴佳逸 俞颖 岳敏

沈冠君 廖荩薇 赵红羽

为缓解全市小学生暑期“看

护难”问题，引导和帮助小学生度

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团市委、市教委等 14 家单位自

2014 年开始共同主办爱心暑托

班，除 2020 年因疫情原因停办之

外，累计共开办了暑托班 2925 个，

已连续 8 年成为上海市为民办实

事项目(市政府实事项目)。

来到第八年的暑托班已经不

仅仅满足于解决暑期托育这一问

题，而是能玩又能学，不断创特色。

8月 13 日，第二期暑托班结业，今

年暑托班拉上了帷幕。为此，社区

晨报的各路记者根据各暑托班的

探访情况，作了一个回顾。

27 秒，浦东新区周浦镇爱心

暑托班 80个名额抢光。

10 秒，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

107个名额抢光。

这不是比赛，而是暑托班的常

态。囿于场地、师资等原因，各街镇

暑托班的招生人数并不多，一般在

两百人以内，但辖区内有暑托需求

的家庭显然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这

就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工作

人员一时来不及处理，家长更是捶

胸顿足：暑托班名额比拍沪牌还要

紧张呀！

小小暑托班，究竟有何魅力？

对于学生来说，课程丰富是最能留

住人的。

如果说，暑托班诞生之初是为

了解决暑期托育难题，但随着多年

的发展，暑托班早就开始寻求用丰

富多彩的课程来为学生开拓眼界。

这也是暑托班能成为许多家庭首

选的原因，会出现本文开头的“秒

杀”也不足为奇。

今年的暑托班在课程上更为

丰富了。今年是建党百年，许多暑

托班开设了“红色课程”《中国共

产党诞生在上海》。在周浦镇爱心

暑托班，这一课是由大学生志愿者

李嘉懿来主讲的，考虑到二三年级

学生的理解能力，她特意选择 00

后最喜爱观看的 B 站动画来引出

一个个知识点。

在黄浦区豫园街道爱心暑托

班上，为了加深孩子们对红色经典

故事的印象，让他们能有一个“站

上舞台”的机会，暑托班结合“豫

园青少年红色文化小宣讲”活动，

安排老师辅导孩子们进行红色故

事演讲，并在结业活动中进行上台

展示，“秀”一下小小接班人的风

采。

记者们发现，暑托班的课程非

常“时髦”，大家感兴趣什么，暑托

班就开什么，外面流行什么，暑托

班就会有什么。许多暑托班开设了

以非遗为主题的课程，深受学生们

的欢迎。

在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爱心

暑托班上，来自上海二工大星临志

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带来了“非

遗小课堂”———皮影戏。这是一部

由在校大学生自行撰写、设计、制

作、开发、教学儿童剧《国学新

说》，前后耗时一年多，在学校试

点演出时便收获了一片好评。现

在，大学生志愿者们将它带到了爱

心暑托班，通过分阶段教学，让小

朋友们掌握基本的皮影戏制作、表

演技巧。画稿、镂刻，敷彩、熨平，直

至最后的缀结完成，这些在大人眼

里都有些困难的皮影制作，五六岁

的小朋友们却在老师的指导下操

作得有模有样，颇有专业水准。

非遗文化也是静安区曹家渡

街道爱心暑托班的特色之一。暑托

班每周保证每个班级开设两次时

长约为 45分钟的非遗课程，衍纸、

纸浆画、剪纸、泥塑等非遗课程，让

学生充分发挥动手能力，每次课程

结束，学生们都可以带回去一个非

遗作品，也可以放在教室里展示，

让人成就感满满。

在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爱心

暑托班里，志愿者有来自华东师范

大学附属天山中学的 6位高中生，

也有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

专业的学生。他们除了协助日常班

级管理工作外，还十分用心地设计

了多个环节。

每一期暑托班时长三周，每一

期都有开班仪式和结业仪式。为

此，志愿者们定制了“心愿存折”，

设置了不同奖项名称，综合小朋友

们的日常表现，在结业仪式上为获

奖者颁奖。“作业小能手”“勤劳

小蜜蜂”“小百灵鸟”……各种可

爱的奖项名称让每个小朋友都积

极拿出最好的表现。“在上一期暑

托班结业仪式上，有两位已经离开

的志愿者还特地回来参加，有的还

给小朋友们写明信片。”志愿者王

佳艳回忆说。

除了统一配送的课程之外，静

安区宝山路街道爱心暑托班还有许

多由志愿者自己研发的课程———他

们都是上海师范大学的师范生，具

有开发课程方面的能力。25 位志

愿者结合自己的兴趣、专业，一共

上报了《你画我猜》《数字接龙》

《手指操》等诸多课程，这些课大

大开拓了孩子们的视野。奥运期

间，几位志愿者研发了和奥运相关

的课程，给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们好

好介绍了一下奥运会及其热门项

目。

通讯员 姚志康

“家门口的照护中心真适意！”

这是中紫小区郁远芳阿姨对笔者发

出的感叹。郁阿姨今年 78岁，她说

今年入夏以来，她和老伴不再为天

热“买汰烧”而发愁了，她 9点钟来

照护中心，跟着教练学习八段锦、十

八法等拳操。一个小时后觉得不过

瘾，还可以上器材训练室锻炼。不想

再练了，就和新交的老年朋友嘎嘎

讪胡，或者看看书，11 点一到，饭菜

来了，带上预定好的两盒饭菜回家

和老伴吃中饭。

郁阿姨居住的中紫小区距离紫

云路 372 号照护中心不足百米，比

她还近的是紫云小区，那可是“近

水楼台先得月”。紫云居民区老协

分会会长茅建国对笔者说：“开设

在紫云小区的照护中心也成了紫云

居民区的活动室，小区里老年人一

抬脚就进来聚会，嘎好呃环境，设施

齐全，还有文化娱乐活动，还能解决

午餐，不要太灵嗷！”

据中心行政主管小金介绍，这

家冠名“乐宁坊”的紫云老年人日

间照护中心是由上海万宏养老服务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运营，今年 4 月

份就开始试运营，7月正式开张。因

为，照护中心开设在居民住宅楼下，

无法设置厨房，所以中餐是由集团

旗下的养老院厨房加工制作，适合

老年人口味。

笔者和金主管还没聊完，只见

穿着一身功夫衫的女士进门。细端

详应该是个花甲老者，但散发的那

股“气场”，一看就知是个“练功

人”。记者主动攀谈，得知“练功

人”姓杨名燕华，是照护中心聘来

的拳操教练。杨阿姨告知，刚刚从虹

桥公园的练功点带教结束，正好接

上 9:15 的照护中心开课时间。杨

阿姨的家就住在紫云小区。杨阿姨

是 2007 年由街道派送到市气功协

会专门学习气功拳操的团队负责

人。14 年的钻研练得一身好功夫，

也带出五十多人的拳操团队。

趁着开课时间还未到，笔者又

采访了其他几位居民。居住茅台居

民区翠庭小区的王宝琴阿姨，虽说

已 78 岁，却是手机玩得倍儿熟，她

一周前从街道微信公众号上看到照

护中心开张信息，便跑过来“打打

样”，一看，便喜欢上了。她说，最让

她开心的是交上了许多新朋友。小

老人高梅仙阿姨和照护中心一路之

隔，居住在虹桥豪园，她说，到这里

跟着教练学拳操，锻炼后浑身轻松，

回去烧中饭还不耽误。

据悉，日托服务（含中餐），每

天收费 30 元；理发、扦脚每月都有

固定日，理发 10 元，扦脚 20 元；需

要接送服务（1.5公里内经评估后预

约）15元；还有其他特需服务项目。

据长宁区天山路街道社区服务

办负责人介绍, 今年街道发布了

“我为群众办实事”———养老民心

工程“七践事”项目，紫云老年人日

间照护中心便是“七践事”之一。下

一步，街道将以紫云照护中心的建

成为契机，充分整合社区资源，优化

服务项目，为社区老年人实现养老

不离亲、不离家、不离群提供有力支

撑，让更多天山老年人能够在熟悉

的环境中安享有质量的幸福晚年。

新一季爱心暑托班结业，盘点三大特色

长宁·天山养老服务

杨浦·四平科普教育

社区晨报记者 于梦阳

迄今为止，世界上有 3000 多

人登顶珠峰，400 多人进入太空，

12 个人登上月球，但下潜到马里

亚纳海沟最深的不足 10 人……

我们对深海知之甚少。而在四平路

1230 号，有一处同济大学深海探

索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神秘莫测

的深邃海洋，知晓隐藏在深海中的

奥秘和奇妙景观。

深海探索馆占地近 500 平方

米，包含“海洋纵览”“深海探索”

“深海遨游”“海底观测”四部分

内容，以大量声光电等现代化展示

技术，赋予各展项生动性和趣味

性，形象、直观、立体化呈现了深海

别样迷人的世界。

场馆不大，但确会让人有沉

入深海的体验。内部呼吸灯的设计

很好地营造出了海底氛围，大洋海

底起伏的海丘，绵长深邃的海岭化

为一系列立方柱组成的曲面穿插

于整个展馆，环形展示屏也让人身

临其境。

在深海馆徜徉，你不仅能欣赏

到“黑烟囱”喷出的海底热液幻

影、活跃在幽暗深海的大量珍奇生

物、多姿多彩的有孔虫等海洋微体

生物群等深海奇观，还能通过巨幕

上播放的纪录片，了解人类探索深

海的进程以及深海最新科技与发

现，观看《深潜的梦想》《探访深

海》等多部短片，感知人类志在征

服海洋的雄心与信心。

此外，馆内还放置了一台海底

采集模拟器，参观者可以通过互动

小游戏，体验深潜科学家的工作日

常，模拟“蛟龙号”抓取海洋样品，

感受深海遨游的神奇。参观完毕，

你还可以深海多种美丽景观为背

景，互动拍照，生成二维码，扫描后

即可珍藏。

作为同济大学深海科学科普

基地，深海探索馆免费面向公众开

放，并且还有来自同济大学海洋学

院的研究生作为志愿者进行讲解。

据悉，场馆还会经常举办一些深海

主题的展览和活动，通过更多的形

式激发受众对深海的兴趣。

宝藏小馆 探索深海

宝山路街道爱心暑托班

静安·曹家渡社区人物

社区晨报记者 廖荩薇

近期，静安区曹家渡街道内的

不少居民拿到了由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推出的一张“曹家渡街道‘渡

小牛’红色地图”。地图上标注了

街道“白领驿家”楼宇（园区）党

群服务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

及“静 ·邻一家”各居民区党群服

务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所在位

置。在每个站点的位置上，还特意

配上了一张生动又精致的插画，其

中既有标志性建筑，又体现出了各

居民区的特色活动、亮点工作。创

作这幅地图的便是上海著名民俗

画、连环画画家、非遗连环画项目

传承人罗希贤。

76岁的罗希贤从事艺术创作已

经有60余年，至今创作出版连环画

170余部，发表插图2000余幅。

罗希贤是一位“老静安”人，在

静安长大、工作，对于静安很有感

情。从上世纪80年代起，罗希贤开

始构思创作石库门风俗画，希望用

这种独特的形式，来保存上海这座

城市的记忆，用画笔讲述石库门的

故事。用罗希贤自己的话说：“画石

库门根本不需要查资料，石库门的

春夏秋冬、男女老少、喜怒哀乐都已

经深深地印刻在我心里。”

如今，罗希贤历时一个多月为

曹家渡创作了近 30 幅红色地图，

和其他的地图大多以建筑物为主

不同，这些地图上呈现的更多是包

括学雷锋、包粽子、袖珍农场、便民

服务等居民的一些日常生活，真实

地反映了风土民情。

早在 2019 年，罗希贤便与曹

家渡街道结缘，在街道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翻新之际，他将自己的几幅

石库门作品进行再加工，成为了党

群服务中心的特色墙绘。2020 年，

在街道开展“四史”教育之际，罗

希贤带着“从石库门中看变化”的

48幅石库门风俗画来到曹家渡街

道展览，并开讲主题党课，为大家

讲述了曹家渡 40 年来发展过程

的点点滴滴。

画笔记录 静安故事

近水楼台先得月 日间照护得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