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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山东省栖霞市委

书记 李怀龙

团栖霞市委紧盯烟台市委“1+233”工作体
系和栖霞市委“1+235”总体部署，找准青年工
作与全市工作大局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
按照11233工作思路，即以党建带团建为统领，
抓住县域共青团改革有利契机，紧盯提升服务
中心大局贡献度、提升服务青年满意度2个目
标，在青春建功乡村振兴、青春助力园区发展、
青春激发城市活力3个方面实现新突破，夯实
思想政治建设、组织阵地建设、干部队伍建设3
个根基，于各项工作中擦亮“青”字招牌，全面推
进团的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共青团建功生态立
市、项目兴市、工业强市、农业稳市“四市定位”
贡献青春力量，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团山东省海阳市委

书记 刘国兴

团海阳市委以省级青年发展
友好型城市试点为契机，融合县
域共青团组织改革，聚焦青年所
思所想，坚持围绕中心，积极服
务大局，借机夯实青年阵地，激
活海阳青春活力。积极谋划青年
说系列、我在海阳等你系列宣传
活动辅助大局，深入打造国潮观
海夜市、滨河夜市和鲁能胜地青
年聚集地，逐步形成清新海阳、
活力海阳、色彩青春、青春志愿
4个青年品牌，为全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 金 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阳北路，

聚集着南宁市社会福利院、南宁儿童康

复中心及多家民办的特殊教育培训机

构、儿童康复中心。这些机构大都面向

孤独症、脑瘫、智力残疾等特殊儿童开

办，穿插在一个个服装店和小吃店中，

不知不觉嵌入当地居民生活的日常。

距南宁市社会福利院 300 米远处，

有一家门脸很普通的沿街餐饮店。

但它其实不普通，这家小店店员的

反应和动作通常都会“慢半拍”。因为

这里是“南宁市社会福利院、原乡聚落

高峰社会实践实训基地”。

小店也就 20 平方米，左右两边被

分成云吞和奶茶两个营业区域。年轻

人喜爱的奶茶区，点单台前摆放着一

簇橘红色的麦秆菊，看到有客人进

来，今年 19 岁、患有唐氏综合征的院

欢业会探出头来，咧开嘴笑着跟人打

招呼。店铺正中布置着一面照片墙，上

方“爱心福利站” 5 个红色大字很醒

目，下方贴着这些孩子在老师指导下学

习奶茶制作过程、外出开展奶茶义卖活

动和庆祝生日的留影。

店铺经理石昌告诉记者，这些特

殊的少年走出福利院，来这里培训，

学习如何跟人打交道，等到掌握劳动

技能后可以选择留在店里工作或到外面

找工作。

残障孤儿走向社会的第一站

2022年 9月，这个实训基地在南宁

市社会福利院和爱心企业的共同努力下

正式落地并开启营业。目前在店内实习

的店员主要是来自南宁市社会福利院的

一群即将成年的残障孤儿。

“以前感觉社会上没有那么多残疾

人，接触他们以后感觉就变了。”店铺

老板刘年兵说，除了员工，平常还有一

些残障人士来店里光顾，遇到交流不了

的情况时，不会手语的刘年兵就会拿出

写字板和他们交流。

刘年兵堂哥的女儿是智障患者，发

育比较缓慢，为了照顾女儿，堂嫂辞去

工作在家专职看护孩子 16 年。看到堂

哥一家人一直过得很困难，刘年兵想，

要是能通过培训帮助患有智障的孩子掌

握一定的工作能力，让他们能自食其力

该有多好。2022 年，他通过招投标获得

了这个特殊的实践实训基地的经营权。

目前，这家店铺共有 7名来自福利

院的孩子，能正常与人沟通的仅有两

名，其他孩子或多或少存在吐字不清

晰、逻辑混乱等问题。他们以两班倒的

方式在店里轮岗、实习，每班 6 个小

时，上下班都有工作人员接送。

“杨枝甘露”是最难学习的奶茶

4月 24日上午 8点，来自南宁市社

会福利院的夏桐燕和院欢业进入实训基

地开始工作。他们换上蓝色工作服，戴

上浅灰色帽子和口罩后，分工明确地拿

起扫把、抹布等清洁工具，开始为一天

的营业做准备。半小时后，店里迎来当

天的第一位客人。夏桐燕热情地上前询

问：“您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她爱

笑，明亮的眼眸在口罩和帽子遮挡下更

加引人注目。

点单之后，夏桐燕拿出收银台旁的

电子秤放到工作台上，清洗奶茶容器

后，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片绿色柠檬，对

比电子秤上的数字，一片一片地加，直

到达到标准。随后，她用捣汁棒将柠檬

搅碎，做完一个步骤，她会暂停几

秒，手中拿着奶茶容具伸出去又拿回

来，好似在回忆和确认着什么，片刻

之后，她一手拿起量杯，一手拿着蜂

蜜，仔细地校对着刻度线，缓缓将量杯

中的蜂蜜倒入奶茶杯中……两到三分钟

后，一杯奶茶便制作完成。

夏桐燕今年 15 岁，是福利院这批

实习的学员中年龄最小的。由于没有身

体或智力上的缺陷，她制作奶茶时比其

他伙伴更为得心应手。她操作时，院欢

业便在一旁打下手，拿起抹布不时擦一

擦制作台上的水渍。由于身体不便，他

不时挥一挥手臂或是到处看看，虽然几

乎不与人交流，但看见熟悉的人，他会

开心地抬起手臂打招呼，眼里透着纯

真。

夏桐燕现在能独立制作出店里一半

以上品种的奶茶，这背后是长达一年多

的职业技能培训。“我学了洗车、干

洗、种植技能，老师会根据我们的兴趣

爱好来教我们。”她说，除了每周 2
次、一次 3小时的技能培训课外，她和

小伙伴其余时间都在店里实习。

每次学习制作奶茶时，老师都会让

他们抽背奶茶配方。在夏桐燕看来，

“杨枝甘露”是最难学习的奶茶，“学不

会时，我就让小伙伴来批评我，以此来

激励自己”。

这些孩子有的写不出自己的名字，

有的肢体协调能力较弱，有的算术能力

差，但每个人也有自己擅长的部分，他

们分布在店内奶茶制作、服务员、收银

员等多个实训岗位。

来之不易的工作，他们很珍惜

平常人几秒能包一个饺子，他们刚

开始学时要花 3分钟，尽管按标准衡量

他们包得不够好，但店铺老板刘年兵仍

会手把手地教。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手速最快的小姑娘目前一分钟可以包

20 个饺子了。与同龄孩子的活泼喧闹

相比，店里这些孩子显得安静很多。他

们大多不愿意主动跟旁人沟通，“比如

在包饺子窗口的那个小伙子，我都没听

他讲过话，但你安排他做什么他都会努

力去做，虽然动作慢一些”。

在实习时，这些孩子也会常常“犯

错”。老板带到店里的几个电磁炉、玻

璃材质的锅盖等都被他们不小心摔碎。

因为身体平衡性不好，有几次他们盖盖

子时，不小心把做好的奶茶洒在了地

上。找错钱之类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刘

年兵表示这些“状况”都在他的意料之

中，让他感动的是，对于这份来之不易

的工作，孩子们很是珍惜。前段时间媒

体报道这家小店后，前来光顾的客人多

了起来，那段时间，孩子们甚至主动提

出加班为顾客服务。

有一次，店里的员工院思旭正在吃

晚饭，有客人光顾，院思旭立即放下饭

碗，前去为客人点单和做奶茶，忙完

已是晚上 8 点，他的饭菜早放凉了。

刘年兵要帮他热一下，他摆了摆手，

笑着端起冷饭冷菜就吃了起来。“他们

也很珍惜这样一个工作和实践学习的

机会。目前我们每个月都会给他们发

一些奖金作为奖励，孩子们表示，能

学到本事以后靠自己赚钱才是最重要

的。”刘年兵说。

遇到更多的是温暖的客人

店铺办公室的桌子上摆着旺旺雪饼

等小零食，用于奖励孩子们。“他们很

多之前没有上班的经历。对于工作量，

他们有时无法完成，偶尔也会有点小情

绪或是哭闹，我们便常常奖励些零食或

者奶茶鼓励他们。”刘年兵说，“比如夏

桐燕有时候做得不好，我们就会指出

来，她不高兴了会哭着回福利院。第二

天再说起时，她又意识到自己的错了，

说下次不会了。”

地处新阳北路的居民区，这里的顾

客多半是周边的居民，对店里的这些小

伙伴很是熟悉。虽然偶尔会有顾客嫌他

们动作太慢了，催促他们快一点，但他

们遇到更多的是和善的顾客，不仅会耐

心地等候他们制作食物，有的还会专程

带零食来看他们，或是为他们也点上一

杯奶茶。

“我们遇到过很多温暖的客人，很

多顾客赞扬我们做的奶茶很好喝，还会

鼓励我们加油。”夏桐燕说。

4月 25日，南宁市民刘莉第一次来

这里光顾。点单后，她一直站在制作台

前看夏桐燕和小伙伴的制作过程，“我

觉得他们就和普通的小孩一样，虽然有

时候动作慢一些，但他们很认真很细

心，希望他们的未来越来越好”。

南宁助残障孤儿走向社会

这 家 小 店“ 慢 半 拍 ”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实习生 周 冀

“我就说我没有蛀牙吧！”

“你快张嘴让我们看看！”

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西南山

区的桃溪镇中心小学（以下简称“桃
溪小学”）校园内，一个小朋友由于

口腔内没有发现龋齿，成了同学中的

“小明星”。

日前，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

腔医院 （以下简称“浙大口腔”）、

浙江省口腔卫生指导中心与武义县联

合开展的“关爱留守儿童口腔健康公

益行动”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启

动。桃溪小学有留守儿童 236名，该

校的留守儿童群体患龋率为 80%，这

里成为公益行动的第一站。

浙大口腔研究生第一党支部首次

来到桃溪小学是在 2022 年 11 月，医

护人员为学校 6 个年级的 180 余名学

生开展口腔健康检查、健康讲座等。

全程参与活动的研究生第一党支部副

书记、浙江大学口腔医学 22 级博士

研究生徐懿说：“孩子们对于口腔健

康是非常渴望的。”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党

委书记、浙江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陈

谦明希望，通过此次行动，给孩子们

带来“家庭式”口腔健康成长呵护，

帮助他们系统预防与治疗龋齿，养成

良好的口腔健康习惯。

“儿童的口腔保健，不仅仅与口

腔状况有关，还与全身健康有着密切

的联系。”浙大口腔研究生第二党支

部书记罗巧洁说，像桃溪小学这样的

山区学校，留守儿童比例较高，孩子

们是特别需要关注的人群。

经过检查，罗巧洁发现，多名学生

的乳牙几乎全部龋坏，且多颗乳磨牙

龋坏已累及牙髓，甚至有的孩子口内

有因乳牙根尖周炎导致的脓包。“这些

孩子的口腔健康问题突出，这让我们

认识到此次行动任重道远。”她说。

在桃溪小学，研究生党员们让孩

子们填问卷，统计“一天刷几次

牙”，很多小朋友反馈的都是“一整天

都不刷牙”，“问他为什么不刷，他说因

为爷爷奶奶也不刷”。

“口腔健康有时也会对自信心产生

影响。”研究生党员许月丹记得，有一

个小朋友不爱讲话，也不喜欢露出自己

的牙齿。检查发现，他的牙齿基本都蛀

了，有些蛀牙甚至只剩残根。许月丹叮

嘱小朋友要好好刷牙，要让爸爸妈妈尽

早带他去口腔医院看牙，“但小朋友一

言不发，我跟他反复讲了很多遍，他才

点点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个没

有蛀牙的小朋友，“在检查的时候，他

主动把嘴巴张得很大，很配合”。

桃溪小学校长雷伟凤说，很多在校

寄宿的学生以前刷牙要么只是上下刷，

要么随便乱刷；现在他们刷牙都很仔

细，不光上下刷，还要转圈和横向刷，

餐后漱口的同学也变多了。

不只小孩子，雷伟凤说，老师也是

被科普的对象。“桃溪小学也有关爱留

守儿童的相关活动，老师们在学习后，

将知识应用在后续的实践之中。”

“大家很喜欢浙大口腔的大哥哥大

姐姐。”雷伟凤表示，孩子们每次听讲座

都很认真，“他们离开后，还有孩子问我：

‘活动太有意思了，下次还有没有呀？’”

走进桃溪小学并不是研究生党支部

开展的第一个公益行动。早在 2017
年，浙大口腔研究生党支部便在微信公

众号、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创建浙大口腔

研究生科普宣教团账号，开展“天天爱

牙日”口腔科普系列宣教活动。浙大口

腔研究生第一党支部还与浙江省建德市

三河小学开展党建结对共建，开展儿童

口腔健康公益行动。截至此次“关爱留

守儿童健康口腔公益行动”启动前，支

部已服务儿童 300余人次。

去边远山区服务并非易事，距离是

一道难关。从武义县城出发，开车要一

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虽然都是

柏油路，但是后半程都是双向单车道，

很不好走。”罗巧洁说。三河小学的校

长也曾告诉徐懿，许多志愿服务团队都

因为距离问题对来开展线下服务望而却

步，但徐懿认为，“这也正是这些地方

需要人去服务的原因”。

徐懿注意到，第一次去服务时，不

少同学是为了参与支部活动、完成实践

任务，但随着活动的开展，大家在过程

中建立的情感联结与使命感驱使，让更

多人主动参与服务。

“这是在做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

事，会让人有成就感。”许月丹说，通

过志愿服务，她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新的

认识。看到一些孩子小小年纪便长了很

多蛀牙后，她意识到了预防工作在口腔

健康中的重要性——小时候的疏忽，很

可能会变成长大后的困扰。

“现在，不仅教育系统和医院对我

们山区学校十分关照，不少社会工作者

也加入其中。”作为武义县人，雷伟凤

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当地学校几十年的变

化。“我是农村出来的，小时候家乡师

资短缺，一个老师要同时教好几个年

级。现在有这么多人来关爱孩子们，他

们太幸福了。”雷伟凤说。

罗巧洁透露，浙大口腔未来将与武

义县口腔医院的同仁一起组建红色志

愿服务先锋队，通过口腔治疗车实施

适龄儿童窝沟封闭、局部涂氟、患龋

学生龋齿填充治疗等。在今后的行

动中，还将积极参与武义县留守儿

童口腔健康电子档案的建立，全面

跟踪他们的口腔健康状况，丰富孩子

们的口腔保健知识，帮助他们养成良

好 的 口 腔 卫 生 习 惯 。

同时，开展一些丰富

生活的趣味互动关爱

计划，实现更多的陪

伴式成长。

为了让留守儿童有一口好牙

在洛阳，无论是乘坐地铁，还是去王城公园、洛邑古城等，只要穿着华服就能享受免费；一批又一批穿着华服的
青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市井风情”。 漫画：程 璨

河南洛阳全城“穿越”街头华服成为常服

浙大口腔研究生第一党支部走进桃溪小学

开展口腔健康宣教。 受访者供图

左：店铺正中布置着一面照片墙。右上：院欢业在向客人微笑致意。右下：姚领在收银台工作。 郑 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