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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团委始终坚持党建带团建，充
分发挥共青团“政治学校、先锋
力量、桥梁纽带、先进组织”功
能，拓展“苏工青学社”阵地和
渠道，依托学生青年讲师团提高
共青团的组织力、号召力、影响
力；依托“苏工之春”校园文化
节，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
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打造

“苏小能”志愿服务品牌，开展
“社区有我 青春报到”等特色

化、订单式实践项目；发挥“挑战杯”“振兴杯”等竞
赛在服务学科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助力“人到苏州必有为”的工作品牌。面对新
时代、新使命和新机遇，我校团委将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使命感，勇担责任、主动作为，持续发挥好党
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在全员育人的“大思政”格局
下，谱写苏工院团学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 杨 月

最近，一场场大雪接踵而至，漫天雪花
继而天寒地冻，人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
平凡琐碎的生活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在
故宫，在大学校园，在操场在路边……只要
有雪的地方，就有形态各异的雪人，就有

“打出溜滑”的年轻人。雪中的孩子们，像一
个个无忧无虑的小精灵，老师们、家长们心
底的“孩子气”也被呼唤了出来。

在视频《突如其来的惊喜！体育老师
“借课”带学生打雪仗》里，北京一位体育老
师按捺不住带孩子们疯玩一节课的热情，
问班主任：“我想借一节课，这节我上。打雪
仗，去吗？”同学们一个个惊喜得仿佛获得
了超级大奖，班主任也被感染了，还不忘嘱
咐：“行！不过别给我学生弄病啦！”六年级
的学生们，暂时在打雪仗中忘掉了沉重的
课业负担和考试压力，跳跃着、欢呼着，快
乐的情绪像要溢出屏幕。一个网友评论说：
多年后孩子们可能忘了题怎么解，但还会
想起这个下雪天。

这烂漫的笑容，这份“孩子气”，未来会
融化在孩子们的校园记忆里——不管有怎
样的难处，你都可以放声大笑，用“孩子气”
驱散烦恼，整装待发，继续向想成为的那个
自己不懈前行。

还有一个刷屏的视频，拍的是山西太
原一个“天花板级别”玩雪的少年，一个男

孩在前面纵身一跃，腾空的瞬间，小伙伴
们捧着雪在后面做出雪花喷洒的效果，少
年感仿佛要溢出屏幕。网友们说：这就是
青春啊！

青春，就是做一些不那么功利的事情
也能满心快乐；青春，就是和伙伴们互相信
任、充满默契，此刻的喜悦，无关其他，只关
乎一种纯粹的、“孩子气”的美好。

大雪中，还有一些“孩子气”的交警、
“孩子气”的公交车司机，他们一些和平时
不一样的举动，略显笨拙又那么可爱。

辽宁大连，一位交警担心积雪影响司
机视线，用手帮正在等红绿灯的车辆清理
前挡风玻璃积雪，动作并不潇洒，但这一幕
被热心的网友拍了下来，说感觉特别暖
心。还有“孩子气”的公交车司机，在征得
乘客们同意后，拿起防滑沙，帮助旁边打
滑的小轿车撒沙子防滑，动作不娴熟，却
充满温情。我想起那天在楼下顺手给一个
快要“超时”的快递小哥开了单元门，他进

门后看了看也骑电动车把脸冻得红红的
我，一边感谢一边问我：“咋没戴口罩呢？
骑电动车风嗖嗖的，脸和脖子不护着点，
忒冷了。”来自陌生人的关怀，一下子让我
有点不知所措，我想，被陌生交警清理前
挡风玻璃、被公交司机撒防滑沙的车主们
也是这样吧，突然觉得人间值得，觉得眼
前的平凡日常都温柔了起来。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带着孩子走一走银装素裹的庙宇古建，感
觉顿时能隔空理解了古人的审美和情愫。
看看社交平台里也有不少人在分享，“苏州
初雪，原来这就是古人诗中的姑苏城啊”

“琼瑶下凡人间，梦里最是江南”……雪中
的每一处建筑，都是别样的风景，似乎穿越
时空，进入了古人的画里，一幕幕冬日雪景
图，接连呈现。雪中拍一张爱人合影照片，
配上“他朝若是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
头”，顿时增添了几分诗意和浪漫。谁说孩
子只喜欢儿童画？8 岁的儿子对雪中的传
统建筑增加了不少兴趣，嚷嚷着以后要做
个小画师、小建筑师。这样“孩子气”的期
待，充满对古建之美的认同，缘于这份生
生不息的文脉，美的种子在这大雪中含
苞、萌芽。

“孩子气”的我们，在雪天深深地和古
人共情，和童年共情，和每一个帮助我们的
陌生人共情。因为寒冷，所以更珍惜每一份
温暖；因为落雪，所以更笃定地相信生机盎
然的春天必将来临。暖风拂
面、鸟语花香、青山绿水、良
田万顷的美好时节，都曾在
冬日蕴蓄、沉淀，我们也即刻
出发吧，怀抱着相信和期许。

在雪中找回孩子气

□ 王 宇 李 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不到 20平方米的房间角落里，散乱地摆放着磨

坏的破旧马扎——一个月一把，一把十几元，对山东

省新泰市禹村镇东沈北村独居老人陈大爷来说，马

扎的故事见证了他被拦住的生活。

“就是门口这个坎！每次挪动马扎去院子里，被

绊倒了，根本起不来，俺就是盼着啥时候能活动起来

方便点？”年过六旬的陈大爷年轻时因意外受伤导致

小腿萎缩，只能用马扎一点一点挪动着走路，这一挪

就是几十年。

第一次见到陈大爷，山东建筑大学无障碍志愿

服务团队队长邱宗念被深深震撼了。这一幕让他意

识到，原来“高大上”的设计师最应该解决的，是千百

位“陈大爷”门前的这一道门坎。

在我国，有 2.8亿老年人、8500多万残障人士这

样一个庞大的无障碍环境需求群体，面对他们，大学

生如何发挥专业所长，提供实际有效的志愿服务？

从 2012年至今，山东建筑大学的这支团队投身

无障碍志愿服务 12年，一届届学生接力，每年开展

志愿服务总时长超 1000 小时，从城市到乡村，从社

区到家庭，累计为万余名弱势群体提供帮扶服务。

调研：真正走到他们身边

事实上，这不是一支简单的团队。

团队成员从指导老师到每名队员，专业背景涵

盖建筑学、城乡规划和风景园林，拥有博士、硕士和

本科学历，这种多元化的学科架构、多层次学历背景

为团队带来了丰富的知识和专业能力，能够从不同的

角度和深度为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专业支持和指导。

每名成员在加入无障碍志愿服务团队后，风雨

无阻地一次次下基层，希望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通

过志愿服务的方式帮助更多有需求的人。

“当我亲眼见到困难群众的家庭状况时，心理是

非常受冲击的。他们要么身体残疾，要么家庭经济困

难，还有的是失独老人，我们应该为他们多出一份

力，多尽一份责任。”团队副队长李全民说。

然而，让团队成员们始料未及的是，在开展调研

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沟通。因长期贫困加上残疾，很

多被访对象自卑、不善言辞，根本不相信这群年轻学

生能帮什么。刚接触时，他们的态度常常是被动冷

淡，很难得到有价值的信息。

对此，团队成员没有放弃。

在济南市柳埠街道尧庄村，一户残疾人家庭只

有老两口相依为命，一位是肢体残疾，一位是智力残

疾，家里生活困难。

第一次上门的时候，两位老人拒不开门，根本不

相信义务帮扶这回事。队员们尝试着先和老人聊家

常，发放慰问品。慢慢地，两位老人敞开了心扉。如今

再去回访，老人总是热情地沏上院里枣树自产的酸

枣茶，摆上自家地里种的山楂，按当地待贵客的风俗

来招待队员们。

“走到残疾人身边，我才真正体会他们生活中的

痛点难点。我们清晨 5点就出发，乘车穿过盘山路，

再手脚并用爬上村里最偏远的山头，被大鹅咬过，被

狗追过，夏天一天就能晒黑，没经验的新成员都要晒

蜕皮几次。”实地考察 3年后，团队核心成员本科生

宋佳丽感慨调研生活真的“丰富多彩”。

遇到危险是常有的事。有位残疾人住在村里大

山的最高处，调研那几天正好暴雨刚过，必经之道被

洪水冲垮，幸亏司机经验老到，车辆的轮胎悬了半个

在悬崖边，平时 5 分钟的车程，足足开了半个多小

时。等下了山，队员们才长出一口气，有劫后余生的

庆幸。

还有一次经历令邱宗念印象深刻：去一个村庄

走访，山路崎岖狭窄，汽车开不上去，步行需要走半

个多小时。村支书临时借来一辆摩托车，就这样，村

支书骑着摩托车带着队员坐在后座上山。“尽管困难

重重，我们还是坚持奔走，与老人、残疾人面对面交

流。”邱宗念说。

在 12年时间里，千余名队员的足迹遍及齐鲁大

地，北至黄河入海口，南至沂蒙山区，西至西北平原，

东至胶东沿海，在困难群众中传递着温暖与爱心，留

下了山建人的青春印记。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支年轻团队面向城市公共

空间、老年型社区、旅游景区、交通出行系统等无障

碍建设相关领域进行调研督导，发放问卷 1万余份，

形成调研报告 10万余字，获取了山东省无障碍环境

建设现状的一手数据，深入了解了千百老年人、残疾

人的切实需求。

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会长、第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中国残联原副主席吕世明称赞这个团

队：“立项开展之早、持续时间之久、涉及范围之广在

全国是首屈一指的。”

办实事：成为有障碍群体最信赖的人

2016 年 10 月，在前期志愿服务的基础上，山东

建筑大学无障碍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此时团队思考

更多的是，如何在中心培育平台基础上对无障碍环

境建设进行研究，促进团队的专业化发展，为有障碍

群众办实事。

44 岁的郝红强来自济南钢城区艾山街道方家

庄村，因 23年前的一场意外不幸致残，高位截瘫，对

生活失去希望。一开始团队介入帮扶时，郝红强压根

拒绝交流，队员一次次主动上门，陪伴聊天，做心理

辅导。

聊天中，队员们发现，他很渴望能自食其力，喜

欢在小院里活动活动。团队就给他量身定制了一套

家庭无障碍改造方案，为他的小院子进行全面硬化，

在主屋入口处加设了坡道和扶手，厨房里重新铺设

低位灶台，厕所装上了坐便器、扶手。

改造后，他可以坐着轮椅安全便捷去往每个角

落，院里种上了花花草草、养了小鸡小鸭，郝红强的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团队还积极联系当地残联，为他

领取了创业资金和饲料加工设备，从事酿酒和饲料

加工，他的家庭收入也逐渐改善。

“没想过曾因残疾一度抑郁的人现在能变得这

样积极乐观，看到他发自内心的笑，我都忍不住落

泪了。”看到郝红强在院子里展示新学会的轮椅“翘

头”技能时，队员李雯杰哽咽地说。

为了无数个“郝红强”，团队坚持每年组织开展

无障碍志愿服务，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调研

评估、设计服务，为老年人进行慰问陪护、智慧助老、

心理疏导等帮扶。

这些年，团队同时孵化培育了“无障碍环境建设

督导”“光明使者”“残疾人家改”“适老化改造”等多

个品牌志愿服务项目，志愿服务形式进一步拓展。

“这些品牌项目将大学生与社会真正关联起

来，在实践中增长知识、提高才干，实现服务他人、

奉献社会、提升自我三者有机统一，对整个社会的

发展和进步具有积极作用，也有利于强化高校思

政工作，有助于形成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良好社

会风尚。”山东省残联权益保障和教育就业部部长

周小龙说。

“我在无障碍实践团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归

属感和成就感，感受到了青年的力量和人生价值。

无障碍不再是书本上生硬的名词，而是一张张鲜

活的笑脸、一次次难忘的实践、一幕幕动人的温情

篇章！”在进行团队招募时，外联部部长崔璨这样

回复申请人的提问。申请人中包括青年学子、政府

公务人员、社会爱心人士，甚至不乏团队帮扶过的

残障朋友。

“学校 12年不间断的组织无障碍志愿服务，投入

对受助人群需求的调研和帮扶，充分体现了大学专

业育人、实践育人的职能，对学生价值观的建立起

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青年学生走进群众、了解社

会，运用自身所学为社会发展贡献

力量，是他们担当社会责任、体现个

人价值的有效途径。我们会持续不

断坚持下去。”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

规学院党委副书记肖建卫说。

这群大学生的12年助残接力

12月 13日，北京交通大学，学生们在雪地里打

雪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关爱青少年成长，关心非公青年发
展一直以来都是紫竹高新区团委的重要
工作内容。2013年9月，“小橘灯”志
愿服务项目在紫竹高新区团委的推动下
应运而生，10 年时间，累计组织带领
高新区企业超千名非公青年志愿者积极
参与，走进随迁子女学校，为孩子们开
展绘本朗读、乐高搭建等志愿服务，在
助力学校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的同时激
发非公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随
着项目发展，希望有更多企业和青年参
与进来，走进更多学校、服务更多学

生，与紫竹高新区团委共同探索“小橘灯”项目创新发展的可
能性。培育针对小学生的“科技夏令营”企业参访项目、“科
普课程进课堂”项目等，为非公青年拓宽社会参与的路径，为
小学生们进行科技启蒙，更直观地了解前沿科技，更进一步充
实随迁子女学校课外实践的需求，形成“园区、学校、企业”
同向发力，协同推进的模式，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的
一股力量。

江苏省苏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团委副书记 曹慧秋

上海市紫竹高新区团委

副书记 廖伟文

从2012年至今，山东建筑大学无障碍志愿服务团队投身志愿服务12年，从城市到乡村，从社区到家庭，针对有障碍群体进行无障碍理念宣讲、创业咨询、慰问陪护、设计服务、辅具适配、技能培训、

心理疏导等志愿服务。 山东建筑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