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3个月实践，收获几何？

谢正勇告诉记者，荆谷学校有了志愿管

护中心和关爱儿童之家等阵地，团市委购买

的关爱儿童项目会定期给孩子们带来许多有

趣的课程，如诗歌朗诵、书法等，填补了乡村

学校师资力量的缺口。他们还带来丰富多彩

的讲座，如绘本阅读、垃圾分类、保护环境

等。孩子们听了讲座后，眼睛都是亮闪闪的：

“原来垃圾还要分类！”“原来绘本这么美好！”

这些对拓宽孩子们的知识面、眼界有极大的

好处。这位有责任心的校长在讲话中，多次

提到“因为教育缺失，留守儿童走上社会容易

自卑，出现各种心理问题”。显然，这是他最

担忧的，而公益组织、志愿者通过联盟的方式

介入，大大减轻了他的担忧。

“关爱联盟成立后，学校和公益组织、热

心机构，各方不再单打独斗，避免了资源的重

叠和浪费。”黑眼睛公益发展中心的梁锋说，

他们更多地把服务放在平时，避免重大节日

的一拥而上。有了关爱联盟这一平台，他们

开展活动的载体更加丰富，对自身也是一种

成长。

“有了关爱基地后，孩子们就可以在志愿

者的指导下，在这些地方学习、活动，效果比

以前让孩子们零散地自己活动要好多了。”不

少老师惊喜地发现，孩子乐观了、积极了、有

担当了。他们认为，关爱联盟一定能给孩子

和他们的家庭带来益处。

真正把留守儿童工作做好，是细致而繁

琐的。不少有识之士，都在参与中成长，用一

颗真心来呵护这群孤单的小鸟。

在汽车图书馆定期下乡活动中，志愿者

们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没有市民卡、借书卡，

就算现场办了，下次也未必带在身边。“活动

结束后，汽车开走了，他手头的那本书可能还

没看完，下次汽车图书馆再来，也许就找不到

那本书了。”成长守护者彭晓伟说：“这意味

着，更多细节需要被考虑，我们还要更用心，

让好书以更适合的方式留在孩子身边。”

实践中，志愿者吴贤兴发现，学校有自己

教学安排，活动方要用心找合适的切入点。

比如根据学校的学情，拓展衔接，开设不同的

活动，这样的活动才走得更长远。

“一场活动下来，至少要几千元的支出，

有些都是志愿者、青企协会员自掏腰包垫

付。”爱心阳光服务中心负责人潘建欧说，虽

然说，大家都有一颗公益心，但还是需要政府

有一笔托底的资金来支持留守儿童。毕竟，

政府伸出援手，其作用会体现在“织网托底”

的制度设计上，对留守儿童的支持力度更大，

走得更长远。

据了解，目前，我市已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建设。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与当初设想的

一样，一个新事物成长，需要各方用心对待，

不懈努力。随着《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的出

台，今后他们还会继续和相关部门一起，将此

事做得更好、更细致。例如，加大对关爱儿童

机构、志愿服务机构和社会力量的摸底排查、

登记建档、动态更新等工作，通过公益创投等

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关注留守儿童，推进监护

评估、个案会商、服务转接、精神关怀等线上

线下服务。结合寒暑假等节假日，开展留守

儿童夏（冬）令营、平安快乐营等方式，打造校

内校外联动的关爱机制。他们还考虑，为留

守儿童提供一些临时的照料服务，在体现“温

度”的心理和情感慰藉层面，用更多力量推

动。

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是理念进步，也是务实行动。”采访中，各方都

表示，将继续从“心”入手，把关爱留守儿童长

效机制建设好，以更高效、专业、恒定的方式，

将各方爱心有效整合，每一朵花儿才能在社

会大家庭的温暖中尽情绽放。

上周末，关爱联盟相关负责人带

着高楼镇中的留守儿童，来到他们梦

寐以求的温州中学、温州科技馆等地

参观。孩子们直呼：“太精彩了！”

“重要的是，它不是‘六一’儿童

节前的一次普通关爱活动，而是关爱

联盟常态化、接力式服务。”团市委副

书记曾海英说。

常态化联盟建成，与“常态化、接

力式”六字息息相关。

这些年，每年“六一”等节假日，

社会各界关爱如潮，进社区、进学校

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屡见不鲜。每逢

这些节日，湖岭镇小校长杜志洲满心

期待中，有着一丝落寞。“或送来学习

用具、生活物资，或开展文娱活动，组

织和爱心部门很尽心。”志愿者们来

了，孩子们开心、兴奋，可志愿者们离

开了，孩子们又会失望。他们又像当

初告别父母一样，与志愿者们挥手作

别。

每年青春送温暖，团市委工作人

员都会带着志愿者、企业家代表走访

山区青少年，过程中，总会留一份记

挂和担心。一次，在一户留守儿童家

中，爷爷出来打招呼，而孩子却一直

在房间，叫了许久才出来。出来后，

孩子一直默默低着头，表现得十分内

向。“孩子爸妈常年在外地打工，放假

了，孩子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爷

爷无奈地说。

期待与落寞、牵挂与担心的背

后，确实有着难言的苦衷。部门单位

工作人员、志愿者们给予“温暖陪伴”

后，都需要返回岗位正常工作。留守

儿童，依然在留守。

针对这个问题，团市委开展了激

烈的讨论。脚上沾着泥土气息的工

作人员，已经把问题想得相当深入。

他们认为，现有的关爱服务体系建设

仍然存在很多短板。比如，帮扶的形

式感较强，且大多停留在物质资助

上；很多部门都在开展关爱留守儿童

的工作，但项目重叠，还存在碎片化、

交叉化情况，预期作用较难显现；机

构建设还不够到位，工作力量配备不

够足、社会力量参与度不够广泛、儿

童类的社会组织成长发育不足等，客

观上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向更深层次、更高

质量发展。

大家一致认为，一阵风似的关

爱，并不能真正弥补留守儿童缺失的

爱。关爱留守儿童，是个系统工程，

亟待合力守护。只有全社会用责任

为他们编织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

才能保证留守儿童快乐学习、健康快

乐成长。

团市委、民政、教育等部门均出具了权威

数据，大家先对数据进行完善和整合。

据市教育局统计，我市现有5219名留守

儿童。摸底和调研显示，超过90%的农村留

守儿童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监护。以荆谷学

校为例：全校800多人，留守儿童占了近半

数。亲情缺失，优秀教育理念缺失，价值观培

养缺失，容易令一些孩子性格内向、孤僻、封

闭。“‘初中毕业就可以去卖眼镜了’，在他们

心里，读书只是一个过程，没有‘知识改变命

运’‘知识改变气质’等观念。”荆谷学校校长谢

正勇说。

团市委工作人员整合数据发现，这些年，

我市积极开展助学帮困、关爱走访等志愿活

动，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伍已经有36万人之

多，其中不乏社会工作者和心理、法律等专业

人士。

何不整合各方力量，探索建立留守儿童

常态化关爱机制？

今年3月4日，团市委牵头，关爱联盟成

立。联盟主要由部门、志愿者以及青年企业家

协会三块组成，借助部门的力量，发挥志愿者

协会和青年企业家协会的专长，打破了原来大

家各自送活动下乡但又资源不匹配的困境，让

这些力量聚集到联盟中来，实现“一方留守，八

方支援”。

当日，针对留守儿童较集中的如湖岭、高

楼等山区学校，还成立首批4个志愿管护中

心，学校只需填一份需求清单，将学生需求转

给日常联系的公益组织即可。机关单位、青年

企业家协会作为帮帮团成员，解决资源、资金

等问题。有家庭教育经验的教师志愿者或爱

心企业家，可与留守儿童进行一对一或一对多

的结对。此外，市里还遴选了一批优秀的成长

守护者，结对乡镇、村居，实施项目对接。

资源整合后，“流动少年宫”“汽车博物馆”

“移动博物馆”“流动E校”等20余项“高大上”

的项目，都成为关爱联盟的服务清单。青少年

健康成长、中小学生生命教育、防走失等20余

个小而温暖的项目，每个项目都有详细对接

人。学校如有需求，只要“下订单”即可。

“一张清单解决需求。部门、志愿服务、资

金都往一处发力。”按照关爱联盟运行方式，不

仅留守儿童身边长期有成长守护者，还会开展

常态化、接力式的形式多样、趣味无穷的活动

项目，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今年4月初，马屿镇第四小学发出对“汽

车图书馆”的需求申请，镇团委第一时间就将

需求上报。很快，瑞图项目负责人李林就联系

学校，确定汽车图书馆下乡的具体时间。4月

12日，留守儿童们在学校操场就享受到一场

欢乐的汽车图书馆活动。

据统计，关爱联盟成立2个多月来，已经

开展活动20余场，服务人群5000余人。

告别一阵风似的关爱

进行一次长效的探索

开启一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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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童年 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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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合力 从“心”入手
——瑞安留守儿童常态化关爱联盟的探索与成长

瑞安市留守儿童常态化关爱联盟成立

志愿者为留守儿童开设科普秀专场

留 守 儿
童体验科技
魅力

流动少年宫来到
湖岭镇二小，学生体
验20余项游园活动

科技大篷车
开进湖岭镇小，为
留 守 儿 童 带 来
VR盛宴

■首席记者夏盈瑜

5月27日，民政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了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儿童关

爱服务工作的格局，为未来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工作指明了方向。

事实上，聚焦重点青少年，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

务，我市已先行一步。今年3月4日，由团市委牵头，我市率全省之先，

探索成立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瑞安市留守儿童常态化关爱联盟

（以下简称关爱联盟）。

即将3个月过去了，关爱联盟运行得如何？十部门发文后，关爱联

盟下一步会有针对性的举措吗？带着问题，我们走进瑞安留守儿童常

态化关爱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