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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养老与托育的双赢探索———

野共享奶奶冶与孩童的野朝夕相伴冶

新闻NEWS

创新协同新模式

下午 4 时刚过，浙江省杭州
市上城区东城幼儿园快乐园区

的围墙外几位身着粉色马甲的

奶奶正翘首等候，她们手持接送

牌，目光紧盯着园门，马甲背面

的“共享奶奶”4 个醒目大字下
方，还绣着一道“笑容”。

不一会儿，放学铃声响起，

孩子们纷纷涌向门口。奶奶们

迅速锁定今天要接的几个孩

子，牵起他们的小手，组织队伍

排成一列“小火车”，向着社区

的方向前进。

九堡街道九华社区的外来

务工人员约占社区常住人口的

五分之一，对于来杭就业、创业

的 80 后、90 后宝妈宝爸来说，
“接送难”一度成了“老大难”问

题。“很多双职工家庭没有时间

接送孩子，或者家长临时有事需

要找人帮忙，于是我们就召集了

几位热心的‘共享奶奶’。”社区

党总支书记毕功庆说。

“共享奶奶”来自九华社区

的退休居民群体，年龄最小的 50
岁，最大的 65岁。有需求的居民
会首先联系社区中心，随后社区

中心协调“共享奶奶”的时间安

排。经过四五个月的运作，“共享

奶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持续性

的服务机制。她们实行轮班制

度，在需要接送孩子时，通常会

根据一位奶奶负责 3 到 4 名孩
子的比例进行任务分配。截至目

前，九华社区“共享奶奶”已经接

送了上百次。

就在离九华社区不远的萧

山区新街街道新宜社区，同一时

间，“共享奶奶”也忙碌起来。“从

第一次接送到今天已经快两年

了。”今年 53岁的冯琴是“共享
奶奶”之一。当时在微信公众号

上看到招募信息，她心想反正占

不了多少时间，而且也能给退休

生活增加点色彩，便报了名。现

在，社区将“共享奶奶”分成两

组，轮班接孩子。到 2024 年底，
“共享奶奶”志愿者团队已经为

社区小朋友提供了 3472 人次的
服务。

在嘉兴国家高新区（高照街

道）秀清社区，奶奶们还扮演起了

“共享女儿”“共享妹妹”的角色。

“招募队员时，大家都很踊

跃，自告奋勇接龙报名。”今年 62
岁的陈英去年 9 月加入了“共享
奶奶”队伍，并担任了队长一职。

因为性格开朗又善于言辞，总能

让社区中高龄老人和小朋友们

笑逐颜开。“对于小朋友来讲，我

们是‘共享奶奶’，对老人来讲我

们是‘共享女儿’‘共享妹妹’。能

够发挥我们的余热，为社区建设

贡献力量，对我们来说也觉得很

开心。”陈英说。

“秀清社区是个老龄化较为

严重的社区，常住人口中 15%是
老年人，其中 80岁以上的高龄
老人超过 150位。”秀清社区党
委书记柳恩峰表示，探访老人是

“共享奶奶”项目的主要任务之

一，“通过这些访问，志愿者团队

也成了民情的传递者，将老人们

的需要反映给社区，社区再对这

些诉求做好记录，从而纳入‘民

情一本账’工作流程中。”

老人化身社区野多面手冶

下午 4 时半，新宜社区活动
中心摇身一变，成为临时晚托

班。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长桌上，

彩笔、画纸和积木随意地摆放

着。一位奶奶坐在孩子们中间，

轻声细语地讲述着绘本故事《比

尔的气球之旅》。随着故事的推

进，孩子们或屏息凝神，或兴奋

地手舞足蹈。

除了接送，“共享奶奶”如今

还会利用托育的时间给小朋友

们上几节兴趣课。

“平日在家闲暇较多，退休

后的生活似乎缺少了一些乐

趣。”徐惠琴，作为“共享奶奶”的

一员，一直都对新宜社区活动充

满热情。对她而言，与孩子们相

处的时光远比独自在家时快乐，

让她觉得自己都变得年轻了。

“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老师，

为‘共享奶奶’提供辅导，目的就

是让她们能够带给孩子们更高

质量的陪伴，同时也能丰富平时

的生活。”新宜社区党支部书记

周海芳告诉记者。

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洋

洪社区的“共享奶奶”同样多才

多艺。从非洲鼓、唱歌、舞蹈到非

遗技艺和 DIY手作，孩子们的课
后时间在“共享奶奶”的陪伴下，

也变得丰富了起来。

“‘共享奶奶’制度形成前，

社区会在暑期组织开展托管班，

很多热心居民都愿意来管理这

些小朋友，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进来。”洋洪社区党总支书

记解晓娜告诉记者，去年秋天

“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正式成

立，服务范围也从寒暑假期的托

管延伸到我们每天的接送服务。

“我们新时代的老人可不满

足于平时唠唠嗑，打打牌哩！”洋

洪社区“共享奶奶”王菊琴信心

满满，“正好社区有夜校培训，我

们可以把社区夜校学到的技艺

教给孩子们。”

在秀清社区，为了能让“共

享奶奶”能够更高效、专业地开

展助老志愿服务，社区专门请专

业人员为“共享奶奶”开展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基本的医疗器材

操作以及一些必要的急救技能，

目的是让这些热心的志愿者能

够更好地服务于社区的老年人。

柳恩峰表示，通过这样的培

训，不仅能够提升“共享奶奶”的

专业技能，还能增强她们在服务

过程中的自信心。此外，社区还

计划在未来继续为她们提供更

多的专业培训，包括更高级的急

救技能和心理辅导等，以期让这

支队伍越来越专业，能够成为基

层治理中的中坚力量。

野盆景冶如何变野森林冶

一头牵着“朝阳”，一头连着

“夕阳”，“共享奶奶”不仅缓解了

双职工家庭的育儿焦虑，还创造

了人与人之间更多可能。

宁波市鄞州区清泉社区有

1200多户双职工家庭，超 1/4 家
庭有低龄儿童。自 2019 年起，
“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已帮助

600多名儿童；台州市路北街道
洋洪社区的“共享奶奶”队伍由 8

名退休女性组成，她们每天下午

接孩子，并提供绘画、音乐等陪

伴，服务 36户双职工家庭；杭州
市上城区九华社区的“共享奶

奶”则提供课后辅导和手工教

学，社区还为她们提供专业培

训，推动服务专业化……

眼下，“共享奶奶”正在突破

地域局限，从“社区盆景”成长为

“治理森林”。

洋洪社区的“共享奶奶”周

玲珍，一位拥有数十年丰富经验

的幼儿园老师，当她看到社区发

出的招聘通知时，便毫不犹豫地

加入了这个队伍。她希望能够利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社区里的

小朋友们在习惯养成以及兴趣

爱好的培养上，产生积极而正面

的影响。

周玲珍表示，社区活动在熟

悉的环境中进行，不仅让家长们

放心，小朋友与奶奶之间的互动

也大大增强了社区的情感联结，

让整个社区变得更加温馨和谐。

洋洪社区的“共享奶奶”项

目还引入“时间银行”模式，志愿

者服务时间可存储并兑换未来

养老服务，形成“低龄存时间、高

龄换服务”的互助循环，这一机

制吸引更多老年人参与，同时推

动社区公益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参加志愿服务的奶

奶，我们会根据服务时间来减免

夜校的学费，在社区食堂用餐时

也可以享受折扣。”解晓娜说。

在清泉社区，“共享奶奶”袁

佩君因接送邻居孩子引发社区

效仿，最终形成 58人的“共享奶
奶”团队，而受助家庭则自发组

建“反哺联盟”，周末为独居老人

送菜、维修，形成“老幼互助—代

际反哺”的情感闭环，这也让这

一机制能够长效开展。

而周玲珍、袁佩君的故事，

只是“共享奶奶”模式的一个缩

影，她们展现了老年群体通过志

愿服务实现社会价值再创造的

可能性。也只当有了机制保障、

政策托举后，这些个体善举才能

最终长成“盆景成林”。

渊据叶人民日报海外版曳冤

让好光陪伴青少年成长 雷士照明野拾光计划冶走进甘孜
6 月 11 日，由雷士照明与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

简称“壹基金”）发起，旨在让好

光陪伴青少年成长的“拾光计

划”公益行动走进甘孜地区，项

目团队携带着精心挑选的崭新

图书、专业的教室照明改造方

案以及饱含温情的“点亮书桌

行动”台灯，走进了甘孜的 5 所
校园，为高原藏族的学子点亮

知识灯塔、温暖成长之路。

在甘孜，因地处高原牧区，

教育资源与城市相比存在较大

差距，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数量

有限、种类单一，难以满足不同

年级学生多样化的求知需求。

当“拾光计划”的阅读包被

送到孩子们手中时，那份惊喜

与渴望瞬间点亮了他们的眼

眸，围观的孩子们发出低低的

惊叹———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

多好看的新书。而在一个角落，

从未离开过甘孜的藏族男孩扎

西顿珠，正翻看着《海底两万

里》的插图，好奇且专注的了解

海洋生物。

每个阅读包的 560 本图
书，是经过雷士照明与壹基金

的工作人员严格筛选，特别配

置的，涵盖童话、科普、名著、文

化等多个领域。它填补了学校

图书资源的空白，成为他们认

识广阔世界的第一把钥匙。在

书页翻动的沙沙声里，海拔

3400 米的高原教室正悄然连接
着更广阔的世界。

与阅读包同样重要的，是

“拾光计划”为学校带来的专业

教室照明改造。雷士照明针对

高原地区强日照、昼夜自然光

差异大以及多变天气的特性，

为甘孜县拖坝乡小学、甘孜州

甘孜县庭卡小学、甘孜县斯俄

乡小学的教室进行了照明改造

和升级，让教室中亮起恒定明

亮且温暖护眼的光。

健康的光环境，是“拾光计

划”守护青少年视力健康，陪伴

青少年成长的核心。甘孜县教

体局副局长谢辉指出，“拾光计

划通过照明硬件建设，切实为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做出了

贡献，也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

更健康的学习成长环境，让‘教

育之光’真正在明亮的教室里

熠熠生辉。”

“拾光计划”甘孜站的温暖，

从明亮的教室亦延伸到了孩子

们家中的书桌———在捐赠仪式

现场，雷士照明与各位嘉宾共同

启动了“点亮书桌行动”。

壹基金代表马丽在仪式中

强调，“拾光计划开创了公益领

域的独特范式，这束由企业点

燃的公益之光，不仅用照明科

技与健康的好光回馈社会，也

正跨越山川阻隔，照亮更多孩

子们成长的道路。”

甘孜站是雷士照明“拾光

计划”2025 年公益版图上的重
要一笔，但远非终点。据了解，

除了甘孜，项目同期还对云南

诺邓、怒江及河南、山东等地的

10 所学校进行了灯具捐赠及校
园照明改造。

姻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奶奶也能“共享”？在浙

江，探索创新“一老一小”服

务体系过程中，“共享奶奶”

模式应运而生。宁波、杭州、

嘉兴等地相继通过这种“朝

夕相伴”的长效机制，缓解双

职工家庭育儿压力，同时激

活老年群体的社会价值，探

索基层自治新模式。

野共享奶奶冶在接送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