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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城市”项目启动已

有 6年。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副主任杨浚说，该计划不仅致力

于为青少年“赋能”，为其储备城

市规划相关专业知识，使其获得

参与城市发展、思考城市问题的

能力；还要为青少年“赋权”，为

其提供参与解决城市问题、开展

社区实践等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的机会，让他们真正参与到城市

规划和建设之中。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央求

妈妈带我去公园玩，妈妈总是刷

刷手机上的空气质量指数，然后

摇摇头说，还是在家里玩吧，家

里有空气净化器。”六年级学生

朱悦之出生于北京空气污染最

严重的时期，她最好的小伙伴也

因严重的哮喘不得不搬家，那是

她人生的第一次告别。

后来，北京打响蓝天保卫

战，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对

喜欢户外活动的朱悦之来说，呼

吸不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她的

小伙伴也在去年搬了回来。

怀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好奇，

朱悦之跟着山原猫团队探访北

京周边的生态环境，用画笔绘出

鸟类育雏的场景。

“每一次自然观察都是对美

好瞬间的积累。”她说，“生态”这

个词，听上去复杂又遥不可及，

却是生活中真实的点点滴滴。

在博物公元儿童素质教育综

合体教师房亮看来，城市规划师

的工作左手是工程，右手是艺术。

“未来很多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

的”，他培养孩子们成为“小小规

划师”，训练他们的跨界能力。

四年级学生高梓航拿出了

他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与

利用的设计模型。去年他跟着遗

介科教团队走进烂缦胡同，那天

特别热，他发现胡同里连坐着乘

凉的地方都找不到。

高梓航指着模型说，胡同里

设计了电动车棚和公共休息座

椅，既可以统一停放电动车，又

可以作为邻里乘凉、聊天的空

间；太阳能板安放在四合院建筑

的屋顶背面，在利用新能源的同

时不破坏历史街区的风貌。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城市规划专业学生陈飞飞曾参

与制作北京动物园及其周边儿

童友好地图，那次实践直接影响

了她的大学专业选择。

陈飞飞关注儿童、残障群体

等不同人群的需求。在视频发言

中，陈飞飞希望能为城市日常生

活带来一些改进方案，“让我们的

城市成为每个人的城市，让所有

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探索城市”。

现场的话筒交给了孩子们。

“一米高度看城市。”北京市规划

院规划研究室主任工程师邱红

评价，“这个活动改变了原来成

人的视角，给予孩子一个输出他

们想法的机会”。

“儿童参与是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的精髓。”邱红介绍，儿童参

与是一个阶梯式的参与，现有的

大部分儿童活动其实都不叫参

与，叫参加，是大人设计好的流

程，甚至设定好的结果，只是让儿

童来参加一下，比如现场做一个

非遗手工，或是上一堂课。真正儿

童参与的高级阶段是由儿童发起

一项活动，他们来召集成人参加，

并且向成人说明活动目的及建

议，最终得到成人的积极反馈。

2021年 9月 30日，国家发
展改革委联合 22 部门发布《关
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

导意见》。

那一年，专家团队做了一个

两万余份的大型问卷调查，结果

反映出孩子们缺少玩的空间、出

行环境不够安全、家长陪伴不足

等问题。

以城市多见塑料滑梯等游乐

设施为例，这未必符合孩子的喜

好。在邱红的观察中，孩子们更喜

欢自然的沙子、水、石头。孩子和设

备（滑梯）之间的交流也十分有限，

他们更希望通过这个场域实现孩

子之间的互动或创新性交流。考虑

到分龄需求，秋千、滑梯可能不适

合 13岁以上的大孩子，他们更需
要自习、阅读、骑车等空间。

邱红认为，需要通过儿童议

事会等形式，让孩子们来提建议，

让相关部门领导听到他们的声

音。同时需要一批专业人员，引导

儿童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事实上，“儿童友好”的概念

可延伸至“母亲友好”，如母婴

室。社区、企事业单位针对 0-3
岁的托育服务和设施等也可延

伸至“家庭友好”。

目前，一些南方城市在社区

治理时，把儿童当成链接剂，去

链接更多的家庭。邱红介绍，成

都有一个新社区，住户来自不同

地方、互不认识，平时社区组织

活动大家并不积极，但当以儿童

的名义组织活动时，就能吸引来

很多家庭。

打开北京市东城区儿童友

好地图，可以很方便地查询到所

在地周围的学校、美术馆、博物

馆、银行等。多项资源整合到这

一个平台上，归属于不同部门的

设施向儿童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起到了“1+1跃2”的效果。
2023年 6月 1日，北京市 23

个部门联合出台《北京市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围绕社

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

长空间、发展环境“五个友好”，

提出“到 2030年全市全面建成
儿童友好城市”的总目标。

邱红表示，此前北京有东

城、西城、海淀三个试点区，今年

将全市整体推进。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目前以适儿化改造重大项

目为抓手，“但这并不是一个新

东西，也不是给各部门新增工作

量，而是把一种新的理念———更

重视儿童发展各项权益的理念，

融入到既有的工作中去”。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不是一

个只花钱不挣钱的事，它可以跟

城市的产业发展、人才吸引力直

接挂钩。”在邱红看来，这更体现

了一个城市的温度。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衡山下袁校舍间袁童声清
亮袁余音回荡遥

这里是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

黄竹小学遥趁着课余时间袁学校师
生和来自衡阳技师学院的支教老

师袁开始了自创情景剧叶有我 少

年曳的又一次排练遥 5月 30日袁这
群山村娃将首次登上衡阳市 野艺
术童伴冶主题展演的舞台遥

自 2020年开始袁衡阳市发起
野艺术童伴冶留守儿童关爱工程袁
通过结对子的形式袁帮助乡村学
校解决艺术教育资源匮乏尧经费
短缺等实际困难袁3 年多时间惠
及乡村学校 180余所尧留守儿童
4.8万余名遥

让艺术常伴山村娃袁为的是
啥钥 改变了啥钥

到乡间播撒艺术的野种子冶

位于衡阳市祁东县官家嘴

镇的启航学校，四面青山环绕，

留守儿童数量占全校学生的八

成多。

靠什么打开留守儿童的心

扉？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启航学

校创始人陈亮伟组建起校园合

唱团，邀请校外专家辅导培训。

没想到，惊喜接踵而至———

2020年 10月，国家大剧院，
启航学校合唱团在大型史诗歌

舞剧《大地颂歌》中献唱《夜空中

最亮的星》；2021年 2月，央视春
晚，4 名启航学校合唱团成员参
与演唱《明天会更好》……这支

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合唱团，接连

站上一个又一个舞台。老师和家

长们惊喜地发现，孩子们不仅增

加了艺术素养，还收获了自信与

欢乐。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可否从

启航学校的探索中得到启发？

2020年 11月，衡阳市委宣
传部、市文明办联合相关市直部

门共同发起“艺术童伴”留守儿

童关爱工程，让一所学校的“艺

术童伴”变成更多乡村学校的

“艺术常伴”。

组织乡村学校、结对学校、

帮扶文明单位三方签订结对帮

扶意向书，举办主题展演……

衡阳市、县两级分别将“艺术童

伴”关爱工程纳入工作总体规

划，给予专项经费保障，数以千

计的支教老师、志愿者从城市

奔赴农村，到乡间播撒艺术的

“种子”。

“通过驻衡高校或市县文

明校园、文明单位与乡村学校

‘二对一’结对帮扶，衡阳市帮

助乡村学校解决体艺类教育相

关问题，用艺术为留守儿童筑

起一个‘心灵港湾’。”衡阳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谭春兰说。

结对学校缺什么
我们就补什么

早上 8点，衡阳市第八中学
音乐老师赵峰又一次驾车出发，

目的地是衡阳县金溪中学，往返

车程大约需要 4个小时。过去 3
年多，赵峰和同事们每周至少去

一次，风雨无阻。

很难想象，仅有 354名学生
的金溪中学，如今开办了 29个
兴趣班，涉及合唱、舞蹈、排球、

美术、朗诵等多个文体领域。

作为衡阳市第一批参与“艺

术童伴”的支教老师，赵峰从来

没有把支教当作工作之外的负

担。“偏远的乡村学校，艺术教

育资源普遍稀缺。像画画、舞

蹈、乐器演奏这些城里孩子比

较常见的课程，山村孩子却很少

接触。”他说，“看到孩子们渴盼

的眼神，会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

值得的。”

“艺术童伴”留守儿童关爱工

程实施方案要求，结对学校每个月

开展不少于 1次义务支教活动，指
导帮助乡村学校打造至少 1—2个
留守儿童艺术教育特色项目。

衡阳市第八中学每周组织

支教 2 次，一次有 4 名教师参
加，每年的支教活动次数是正常

要求的 10倍。“只要你要，只要

我有。”衡阳市第八中学党委书

记宁中平说，“按要求我们只需

要打造 1—2 个特色项目就行
了，但是支教过程中，不论是艺

术、体育，还是文化课程，我们都

倾其所能。”

选派最优秀的体艺支教老

师，量身制定帮扶方案。衡阳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立足文艺

方面的师资特长，结对帮扶了 5
所学校。3年来，学校开展送教
150余次，参与人员 470余人次。
“结对学校缺什么，我们就补什

么。”该校党委书记李来清说。

艺术不仅激发活力
也浸润心灵

2009年出生的易梦诊，是金
溪中学初二学生。从小就爱唱歌

的她，因家庭条件限制，鲜有机

会接受音乐专业培训。“我常常

一个人跟着电视或者手机视频

唱歌。有时也会想，如果能有专

业老师教我，会是多么幸福的

事。”易梦诊说。

“幸福”如愿而至。随着衡阳

市第八中学支教老师们的到来，

学校组建起合唱团，易梦诊成为

合唱团成员。2023年衡阳县举办
合唱比赛，31所学校同台竞技，
金溪中学合唱团拿到了第一名。

艺术带来了变化，不仅激发

活力，也浸润心灵。

祁东县新岭小学，孩子们跳

完一曲《春三月》，向记者聊起了

自己的收获。“快乐”“自信”“梦

想”……一声声响亮的回答背

后，是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新岭小学语文老师邓娇，因

为热爱舞蹈，平时也兼任学校舞

蹈老师。日常陪伴中，她感受着

舞蹈给孩子们带来的改变，“刚

来学校的时候，很多孩子都沉默

寡言。艺术教育就像是一颗种

子，这些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

受益的还有乡村学校的老

师们。课前熟悉课件，课中一同

上课，课后随时咨询———作为支

教老师的“助教”，老师们也在教

学中成长。

南岳区金月完全小学舞蹈队

前指导教师李丹莉并非科班出身，

只在读书时上过舞蹈兴趣班，“以

前教学生跳舞，我在台上跳，学生

在下面模仿。跟着支教老师学习

后，我如今知道一门专业的、受学

生欢迎的舞蹈课要怎么上了”。

去年 3月，衡阳市“艺术童
伴”留守儿童关爱工程开启第二

个“三年计划”。“希望在乡村学校

的师生心里持续播下艺术的‘种

子’，让种子生根发芽，带来更为

深远的影响和变化。”衡阳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周玉梅说。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湖南省衡阳市“艺术童伴”关爱工程惠及乡村学校 180余所———

艺术常伴山村娃

“一米高度”看见怎样的城市

北京院以儿童链接一个家尧一座城
从长城尧胡同尧奥运场馆袁到社区的菜园袁过去一年袁孩子

们走过北京大大小小的角落袁边走边看边想遥在野六一冶
国际儿童节之际袁他们拿起话筒袁把自己的城市观察讲给台下的
大人听遥

这是近日野我们的城市冶要要要北京青少年城市规划宣传教育

计划主题发布暨展示交流活动中的场景遥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