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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热读 A07

短评

□洛报融媒新闻观察员 洛谭

老年人发挥余热，享受和

孩子在一起的愉悦；孩子收获

关爱，享受有人照顾的幸福——

重三社区这群“共享奶奶”，自

愿帮居民带娃，再度找到自我

价值，打破了老年人“坐在摇椅

上摇啊摇”的刻板印象。

不能把老年人简单看作

“脆弱的群体”，他们虽然体力

不占优势，但在智力上并不落

后，同时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和生活经验。比如“共享奶

奶”志愿服务队，不仅提供基

础的“陪伴式”服务，还开设了

少儿烘焙体验课。该志愿服

务队自成立以来，队伍越来

越大，服务的内容更多，照顾

的孩子也更多了，证明老年

人“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

有快乐”，仍然能创造价值并

传递价值。

社区虽小，舞台却大。随着

60后陆续退休，“史上最大规模

退休潮”汹涌而来。这些“新老

人”文化程度较高、观念开放，不

甘于平淡，渴望发挥自身价值，

而让他们老有所为，贡献“银发

价值”，是当前的重要课题。社

区不妨多为老年人创造“价值

舞台”，让他们发挥余热、一展

所长，相信会催生更多“共享奶

奶”式的社区居民共治佳话。

重三社区的“共享奶奶”发展壮大，这个暑假她们进入社区托管课堂，再度走红网络

“现在，我们的舞台在社区”

多为老年人
创造“价值舞台”

□洛报融媒记者 王若馨 通讯员 张梦娜 文/图

洛阳“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又火了！此前，本
报曾报道她们的故事，收获了不少读者的点赞。
（详见本报2023年12月27日A10版）最近，她们进
入社区帮居民带娃的视频再度走红网络，不少网
友在线呼吁：希望全国推广。

从记者首次采访“共享奶奶”至今已过去大
半年，在这段时间里，“共享奶奶”的生活发生了
哪些改变？从实践来看，“共享+”的服务模式是
否可以复制？又能否为其他社区提供宝贵经
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再次和“共享奶奶”面
对面。

“共享奶奶”的服务内容更多、受众更广

今年70岁的蔡春芹是涧西区重庆路街道重三社

区“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项目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社

区里最早“出道”的“共享奶奶”。

两年前，蔡春芹的外孙女上了小学，她在接外孙

女放学时，经常会受人所托帮无法按时接娃的邻居

把孩子接回来。有时候太晚了，她还会“承包”孩子

们的晚饭。就这样一来二去，“共享奶奶”的名号越

来越响亮。随后，在社区的动员和支持下，“共享奶

奶”志愿服务队于去年年底应运而生。

“放暑假了，我们不用去学校门口接孩子了。现

在，我们的舞台在社区。”说起最近的生活，蔡春芹

说，今年暑假，“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全员进入社区

托管课堂，日常工作包括看孩子们写作业、跟孩子们

玩儿、陪孩子们读书等，“志愿服务的内容更多，照顾

的孩子也更多了”。

61岁的社区居民梁正，最近刚加入“共享奶奶”

志愿服务队。“之前，我就听过‘共享奶奶’的故事，很

受感染。”梁正说，她外孙一家和她住得远，但她很喜

欢孩子。于是，她便以自己的特长为“敲门砖”——

以“烘焙达人”的身份加入服务队，除了提供基础的

“陪伴式”志愿服务，她还开设了少儿烘焙体验

课，“整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对我来说，不是付出，是

收获”。

该志愿服务队自成立以来，队员从5名增至23

名，截至目前已综合开展公益托管服务129次，累计

服务时间超500个小时，惠及辖区42户双职工家庭。

社区探索可复制的“共享+”服务模式

重三社区党委副书记张梦娜说，“共享奶奶”志

愿服务项目的生成，立足于重三社区老年人多、孩子

少这一实际情况。结合“一老一小”，社区将20多

位有能力、有空闲、喜欢孩子的老年人组织起来，帮

忙照顾那些因父母工作繁忙而无人照料的小朋

友。对感觉退休后生活空虚的老年人和需要成年人

帮助的少年儿童这两类特殊群体来说，在这一过程

中，“陪”与“被陪”双方都收获了爱与陪伴，是一件两

全其美的好事。

在张梦娜看来，“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项目的顺

利运行，也给了社区很大启发。目前，该社区正在培

育的“共享德华”志愿服务项目，其运行模式就借鉴

了“共享奶奶”。“德华”源自电视剧《父母爱情》中的

角色江德华。江德华在剧中未结婚就帮哥嫂带大了

5个孩子，因此在网络上一群未婚未育却帮亲人带娃

的年轻人被称为“德华”。

“‘共享德华’志愿服务项目也是依托社区内较

为稳定的大学生志愿者资源设立的。”张梦娜说，为

了提升该志愿服务的专业性，社区还广泛链接社会

资源，与高校联合吸引更多“德华”加入，“对这些大

学生志愿者来说，他们在这里可以充分实践课堂所

学内容、体会志愿服务精神，结业时，社区还可为其

开具实习证明”。

由此可见，“共享+”志愿服务项目的运行，起码离

不开3个方面：首先，社区具备一定的志愿者资源优

势，这是项目运行的基础；其次，居民有某一方面的迫

切需要，这是项目运行的动力；再次，服务和被服务

的双方都能从中受益，这是项目长久运行的关键。

三方共赢为解决老年群体问题提供思路

社区是城市的小单元，城市是群众的大社区。

社会学者安锋认为，“共享奶奶”的出现是三方

共赢：对家长们而言，孩子放学接送问题、暑假照护

难题迎刃而解；于奶奶们而言，她们在发挥余热时收

获了孩子们提供的情绪价值，获得了快乐和满足；就

社区而言，“一老一小”的互助模式，不仅让更多社区

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更多感受到和谐社

区的温暖，还以志愿服务“内循环”提升了基层治理

的水平。

在我市心理咨询师李婧看来，随着老龄化社会

程度的加深，相当一部分退休后的老年人因自我价

值无法体现、情感无处寄托、时间无处打发，不同程

度地陷入焦虑状态，而在缓解焦虑的方法中，与纯真

的孩子们相处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因此，对于

解决社会老年群体问题，“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项目

提供了一种新的问题解决思路。日后，若遇到“共享

奶奶”生病，也许会出现孩子们的父母争着开车送

“共享奶奶”去医院治疗，或是细心照顾的情况。就

全社会而言，这又是更高一层的正能量传播，是一场

群体性的爱的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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