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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向导”一对一陪伴流动儿童
五所高校大学生志愿者两年来帮351位流动儿童融入城市，但比香港同类模式尚显发展缓慢

冷泉村，位于海淀区西北
旺山脚下的小村庄，近几年热
闹起来，在颐和园、上地一带
的打工者，拖家带口地搬来，
挤进翻建加层的群租房。

山东的、安徽的、四川
的、河南的……乡音各异的
孩子们跟随父母而来，进入
村办小学读书。在生活重压
下，家长们每日忙忙碌碌，孩
子们很少走出村子。

但去年 10 月，因“成长
向导”的到来，冷泉村 36 个
外来工子女有了哥哥、姐姐。

“跟哥哥姐姐在一起，爸
爸妈妈就不会把我和弟弟锁
在家里”，11 岁的苏倩说，姐
姐定期辅导功课、排演节目，

“每个节日，都要带我们开联
欢会”，平安夜晚会上，苏倩
去了姐姐的学校，和小伙伴
一起上台表演节目，第一次
赢得那么多欢呼和礼物。

引自香港的“计划”

中青院研二学生夏晓丽
曾因童年的农村生活经历，
主动报名参加 2010-2011 年
度的“成长向导”计划。

第一次见到“结对”的小
孩，夏晓丽却有点“懵”，一个
13 岁看上去很顽皮的男孩，
不肯跟人说话。夏晓丽曾绞
尽脑汁想出各种有趣话题，
买礼物、买吃的，希望打开局

面，得到的却是冷冷地回应。
“有一种公益行动，不需

要你捐款捐物，也不需要你的
怜悯，只需要你付出一年时
间，陪伴、倾听，以生命影响生
命”。香港理工大应用社会科
学系副教授陈清海，很能体会
夏晓丽等“向导”们的烦恼。

在香港，陈清海和他所
在的社工团队，已带领“师友
计划”走过4年，累计陪伴服务
超4410个贫困家庭的孩子。

2009 年，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生命教育基地负责人史
柏年将该计划引入北京，变身
为“成长向导”计划，服务对象
定位于生活在北京城乡接合
部的约 10 万流动儿童；在校
大学生提供“陪伴”服务。该
计划设计三年，到今年5月结
束，是由香港理工大学牵头，
北京五所高校加盟，香港青年
发展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

在“成长陪伴”中，“向导”
保证每月至少三天，与结对的
孩子共度。“向导”会通过电
话、QQ 等手段，和结对的小
孩及父母，保持紧密联系。

一年的向导经历，让夏
晓丽体会到，流动儿童最需
要的，不是怜悯或施舍，而是
平等的交流和陪伴。

一起出去活动，“我们向
导和孩子们可支配的资金，
一般是每人 10 块钱，我们会
和结对的小孩讨论，这钱该

怎么花。”夏晓丽说。

从学校转入社区

去年开学前，北京近 30
所打工子弟学校被集中“关
停”，“成长向导”计划一直服
务的兴华学校，也在其中。

针对打工子弟不得不搬
迁、各自寻找新学校，或到更
远的公办校插班就读等新情
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成
长向导”团队，开始试点“成
长向导社区模式”。

去年 10 月，中青院在校
内招募 36 名“向导”，依托由
中国青基会设立的流动儿童
活动中心，进入冷泉村。

中青院社工学院副院长
王渭巍说，根据前两年的经验
和家长反馈，“成长向导”社
区项目的主题，更突出“学习
伙伴”，侧重学业辅导；“在争
取家长们信任的同时，让大
学生用言行影响孩子，主动
融入城市，消弭社会隔阂”。

一直关注“成长向导”计
划的陈清海教授认为，这种
社区模式，有利于应对北京
教育政策调整后，让“成长向
导”服务，覆盖到没有打工子
弟学校，却存在大量流动儿
童的社区，帮那些不得不迁
徙，或转入公办校的流动儿
童，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学习
环境。

欲增配套公开课

去年 10 月，“成长向导”
计划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家访
式调查。结果显示：有了大朋
友后，流动儿童的自信心显著
提高，融洽了和父母的关系，
并开始思考未来的发展。

跟夏晓丽结对的孩子小
亮（化名），现已上初二。曾
不善言谈，不愿跟女孩说话
的他，现在开朗了很多。学
校的体育比赛前，他主动指
导女同学打羽毛球。在家
里，他尝试和父母谈学习谈
未来。现在，小亮还和夏晓
丽保持着“姐弟”般的联系。

中青院已考虑增设一门
“服务学习”的课程。“课程主
旨是让大学生将志愿服务与
学习结合，更好地与社区保
持联系，针对社区各种弱势
群体的需求，提供公益服
务”。中青院社工学院党总
支书记侯欣说，如推进顺利，

“服务学习”课程有望今年作
为全校本科生的公选课。

如果中青院5000名学生
都融入“成长向导”计划，“将
是多么强大的志愿者资源”，
侯欣说。除了志愿者培养，
对于成长向导冷泉村“学习
伙伴”项目的培训、交通、餐
食、活动布置费用，中青院生
命教育基地还负责筹集资金。

面对北京约10
万 的 外 来 务 工 子
弟，2009年，中国青
年政治学院、首都
师范大学、首都经
贸大学、劳动关系
学院、中华女子学
院 5 所北京高校共
同发起一个公益项
目——“成长向导”
计划，由在校大学
生志愿者，向流动儿
童提供为期一年的

“一对一”陪伴服务。
然而，两年下

来，只有351位流动
儿童受惠，由于缺
乏基本运行资金和
多渠道稳固的志愿
者队伍，改变的力
量，似乎有些微弱。

我的受导者小桐（化
名），是黄庄打工子弟学校
的初一学生。他祖籍山西，
现在和爷爷、奶奶、爸爸、
妈妈、妹妹一家六口住在大
兴郊区一间不足 20 平米，
即将拆迁的平房里。为支
撑一家人的生活，爸爸白天
打工，晚上做保安；70多岁
的爷爷身体不好，还要去饭
店洗碗。但小桐似乎对家
里长辈的辛劳“不领情”，
他对学习没兴趣，经常逃
学扎进网吧，一连几天不
回家。

刚和小桐“结对”时，我
很失望，觉得很难跟这个孩
子相处一年。督导就指导
我带小桐，多参加一些集体
活动，每次都会鼓励或事先
设计好游戏环节，让小桐上
台“表现”，大家一起为他
鼓掌加油。

渐渐地，小桐愿和我说
话了，甚至同意我去“家
访”。我才知道，小桐现在
的妈妈不是生母，他内心深
处，一直心存芥蒂，很少跟
家里人沟通，有事都自己心
里憋着。

之后，我就找机会让他

说话，我来倾听。除一起活
动，我会主动跟他聊 QQ、
发短信，或打电话。开始，
小桐自顾自地说，渐渐地，
他说完了，也会主动问我的
看法和意见。这时，我就趁
机跟他分享自己年少时的
经历，从贪玩找到学习窍门
的过程。

活动快结束时，我惊喜
地发现，小桐在利用周末和
节假日去帮爸爸站岗，或到
爷爷干活的饭店去帮爷爷
洗碗刷锅，开始学着照顾同
父异母的妹妹。

近一年的“成长向导”
活动结束了，但我一直在关
注着小桐的成长，他已经不
会再在网吧过夜了，也很少
逃课。虽然目前，小桐的学
习成绩并没明显提高，但听
他说，对某些科目开始感兴
趣了。小桐的同学告诉我，
上学期期末考试，小桐的生
物课成绩提高不少。想对
小桐说，看到你变了，我真
的很开心。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
生朱颖涛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魏铭言

“你变了，我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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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向导”计划有哪些需要
中青院社工学院党总支书记侯欣称，项目期结束后，“成

长向导计划”要立足北京发展下去，还需寻找新的资金支持，
并需打造一个可持续的志愿者招募平台和培训机制。目
前，已有一些跨国爱心企业和高校携手，来关注北京流动儿
童的成长，除了向打工子弟学校捐资捐物等传统方式，也在
考虑由企业员工担任流动儿童的成长“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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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师友计划”获持续资助
2008年，香港特区政府拨款3亿港元，设立了“儿童发展基金”，期望通过“目标

储蓄”、“师友计划”和“个人发展计划”，协助来自港内贫困家庭10-16岁的儿童及少
年建立金融（现金）及非金融（技能及人际网络）资产，解决跨代贫穷问题。

香港理工大学发起的“师友计划”，属于香港政府“儿童发展”政策框架中的一部
分，受“儿童发展基金”的持续资助。目前，香港已搭建起来自各行各业的优质“师友
网络”，还争取到爱心企业从“儿童发展配对基金”到“义工”资源的强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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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导手记

去年10月，中青院的大学生“成长向导”首次集体来到冷泉村，和村里的外来工子女一对一“结伴”。 王渭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