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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郭贞祎是上海交通大学的
在读博士，创立“老友青年”公益

团队源自于她申博时做的一个

研究项目。当时，她为向老年人

收集问卷而开展了一些社区活

动，意外发现老年人对各类活动

颇感兴趣，她由此引发设想，开

始投身于“青老对话”的公益事

业中。

来自临床医学专业的郝科

煜在大一时看到了“老友青年”

公益团队的招新公告，从此和

这个团队结下了不解之缘。“平

时在家我跟爷爷奶奶交流比较

多，这也是我选择参加这个团队

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趣的是，郝

科煜在后续负责团队招新面试

时发现，一些同学跟他有同样

的想法，这些同学在家都跟老

人交流比较多，或者他们从小

由老人带大。来自广播电视编

导专业的张韩晶从小由外公外

婆带大，儿时与两位老人最为

亲近，但她长大后，却发现自己

渐渐不知道该如何与老人沟通

了，不自觉地与他们有所疏远。

她笑称自己加入“老友青年”公

益团队有一些“私心”：“希望能

够去了解怎样更好地跟老年人

沟通交流。”

从成立至今，“老友青年”公

益团队打造了一系列活动———

室内读书交流会、室外 City
Walk、社会实践等。以活动为载
体，青年人与老年人展开了一场

场交流，两代人的思想碰撞出了

别样的火花。在张韩晶看来，“老

友青年”公益团队不仅是青年帮

助老年人的志愿服务；青年在与

老年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也可

以通过老年人的人生经验解决

自身遇到的困惑。作为“老友青

年”公益团队的指导教师，上海

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

长、特聘教授徐剑表示：“我们从

最开始开展帮老扶老的阅读活

动，如今走到了双向交流。青老

两代人交流对世界的认识、对人

生的看法。在这种交流过程当

中，拓宽了青年的人生视野，两

代人也取得了一些共识。”

2023年夏天，“老友青年”公
益团队赴西藏开展实践，和当地

老人展开交流。这次活动让一些

团队成员至今难以忘怀，来自材

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邓万乐正

是那时与“老友青年”公益团队

结缘。活动中，邓万乐结识了墨

脱村的村主任，村主任向他介绍

了当地的民俗文化：“当地有一

个重要的节日叫‘达羌’节，相传

是为了欢庆丰收。在节日当天，

村民们会汇聚在一起射箭、跳

舞。”在邓万乐看来，当下，这些

传统项目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是

有限的，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村主任对这个问题丝毫不担心。

“村主任告诉我们，作为门巴族

或者珞巴族的传人，孩子们从小

接触骑马射箭，不用刻意地训

练，长大了也不会忘。”邓万乐回

忆道，“从对话中我能感受到村

主任油然而生的文化自信，哪怕

他现在年纪大了，无法亲身上马

射箭，但讲起这些很起劲，这股

精神气儿特别感染人。”

这次西藏之旅，也令张韩晶

印象深刻。当地有一位做门巴族

传统服饰的奶奶，她的女儿告诉

张韩晶，奶奶每天 5点就起来织
布，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即使

腰酸腿疼也依然坚持。张韩晶也

体验了这项特殊技艺———坐在

地上，把腿伸得很直，布套在腰

后。她发现用这种姿势坐直都很

困难，手上还要一直发力，无疑

是辛苦的。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辛

苦活儿，让这位奶奶坚守了一

生。“她的这种匠心精神对我们

在场的青年正是一种激励，也会

引发我们思考：我们该如何保持

专注，做一行爱一行，把自己的

热爱燃烧到极致。”张韩晶感慨。

在 2023 年八一建军节前
夕，“老友青年”公益团队探访了

杨新烈士的遗属———杨海元奶

奶。1948 年 5 月，上海临近解

放，杨新烈士在搜

集情报时不幸被

捕牺牲，杨海元奶

奶在访谈中讲述

着与父亲相关的

记忆，这些革命故

事深深打动了郝

科煜，“比起在网

络中看革命故事，

现场这种面对面

交流更有感染力，

我想这也是线下

交流活动的魅力

吧”。作为医学生，

郝科煜会在活动

中运用专业知识

为老年人们做健

康科普，“老年人

们都很认真地听我讲，反馈也都

特别好，这让我有很大的获得感

和成就感”。

对于邓万乐来说，每一次和

老年人的交谈都是一次学习和

成长。“有一位叫杨生美的老人，

他是船模的非遗传承人，会经常

在朋友圈晒自己制作的精美船

模。在他的讲解下，我更深入了

解了中国悠久的船舶史。”邓万

乐回忆，“杨爷爷已经 70 多岁
了，依然坚持每天晨跑 5公里，
还会在朋友圈打卡。平心而论，

这个我都做不到。杨爷爷待人也

很友善真诚，每次我给他朋友圈

点赞，他都会专门给我发消息

说，‘谢谢你对我的关注和支

持’。无论是工匠精神还是为人

处世方面，我都从杨爷爷身上学

到了很多。”

“老友青年”是一场双向奔

赴，让青年学生备受启发的同

时，也给老人们带去了不少乐趣

和精神享受。在一次游植物园活

动后，参与活动的老人魏勤在留

言中感谢同学们的陪伴，“还精

心设计了游戏环节，真比我们自

己的子孙还贴心、耐心、热心。时

代熏陶了你们，使你们充满了阳

光、能量和爱心，你们又把温暖

输送给我们。”

邓万乐希望通过“老友青

年”公益团队的活动和宣传，改

变更多人对“老”的看法：“‘老’

不可怕，可怕的是没精神气。只

要有积极的态度在，任何一个年

龄段其实都可以活得出彩。”

在郭贞祎看来，所有的人际
交往都需要平等、耐心和互相理

解，老年人们需要更多尊重，他

们不应该被特殊看待。“他们曾

经也是年轻人，我们也会有变老

的那一天，你现在对待老年人的

态度，也就是未来后辈对待你的

态度。”

“老友青年”公益团队已经

走过了 3年，在全国范围内发展
了 3000多名志愿者，这种发展的
速度和规模也远超出了郭贞■

最初的设想。她坦言：“我没有想

过成立这么大的团队，但是志愿

者们蜂拥而至，他们都很真诚地

来到这里，这让我觉得我不仅要

对老年人们负责，也要对这些热

情的志愿者们负责，这也是让我

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现在，“老友青年”公益团队

在多个平台上开设了新媒体账

号，负责团队宣传的张韩晶希望

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力量，吸

引更多人关注，也号召更多人参

与“青老对话”。徐剑认为，“老友

青年”公益团队应该是一个开放

性的团队，“我们正在打造一档

‘老友青年’对话节目，让青年人

与老年人这两个群体的链接成

为社会的共识，吸引更多人加入

这个公益行动中来。”

“七巧板只有七块，却能拼

出 1600多种样子。100位老年人
和青年聚在一起，又能创作出什

么样的故事？我不知道答案，但

却无比期待。这或许才刚刚开

始，这或许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这是郭贞祎在公益团队创立第
一年许下的愿景，也是“老友青

年”正在书写的长诗。

（据《中国青年报》）

4月 20日，成都世界园艺博
览会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吉利学

院举行。

记者在活动现场获悉，经过

前期精心选拔和培训，1000余名
来自四川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

行学院、四川农业大学、四川工

商学院、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成

都职业技术学院、吉利学院 7所
志愿者保障高校和 8 家在地央
企国企的“小青椒”将陆续上岗。

他们将活跃在世园会现场以及

交通枢纽、旅游景点、文化广场

等重点区域，为中外游客提供语

言翻译、游客引导等志愿服务。

出征仪式现场，170 余名志
愿者代表集体宣誓出征，并发布

成都“小青椒”志愿者昵称及形

象标识。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

园会志愿者中，有 101名志愿者
曾服务过成都大运会，这也是成

都“小青椒”传承志愿精神、凝聚

青年志愿服务力量的生动写照。

据悉，成都“小青椒”的名字

来源于成都大运会志愿者，“青

椒”谐音“青交”，即青年交往，寓

意着世界各地的大学生通过国

际性盛会进行交流、互动、沟通。

为做好大运遗产传承转化，鼓励

更多青年参与志愿服务，形成

“人人都是志愿者”的浓厚氛围，

新发布的成都“小青椒”志愿者

昵称及形象标识在原有基础上

增加了成都元素，形象设计上更

凸显青春活力，将作为成都青年

志愿者统一的昵称及形象标识。

据出征仪式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为提升成都世园会志愿者服

务能力，前期团市委牵头构建了

“团市委+园区运营部+志愿者保
障高校（企业）”培训工作体系，邀

请大运会志愿者培训师资等，通

过线上线下、集中分散相结合的

方式，对 2024成都世园会志愿者
进行了全覆盖培训，培训内容涵

盖志愿服务理念、国情省情市情、

外事礼仪等 7大类，为“小青椒”
们奔赴各自岗位做好了知识准

备。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志愿者的

专业素养和岗位适应能力，各园

区运营部还根据志愿者岗位需

求，邀请行业领域专家对志愿者

进行岗位专业知识培训、综合实

战演练等。 （据《成都日报》）

赴世园会之约 成都“小青椒”再出发

青年对话“老友”，一场跨代际的“文化互哺”
“在这里， 青年不是

傲慢的后生 ，是
虚心求教敬重前辈的后辈；老
友不是古板的老者，是跟随新
时代一同成长的‘老顽童’。 ”
对于自己创办的 “老友青年”
公益团队，郭贞祎这样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