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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声起，暑意浓。课本被轻轻合
上，校园外有更广阔的世界。同学们

走出校门，用科技为岁月补色，用实
践触摸生活肌理，用善意拥抱周遭的

人与事……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看看，新时

代的青少年如何在多元实践中，把暑假
勾勒成一帧帧带着温度的成长剪影——

这个夏天，我们遇见了一群用
真诚探索世界的年轻人：

他们用 AI 技术唤醒沉睡的老照
片，让泛黄的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他们顶着烈日传递清凉，在扇
面书写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他们在社区蹲守调研，用专业
视角解码0—3岁婴幼儿养育困境；

他们深度参与生命教育，用青
年视角回应“好好告别”的人文命
题……

我们从这些故事里，读懂了年
轻人对世界的温柔注视。他们用专
业能力服务社会，用热情温暖他
人，用独立思考回应时代命题。当
青春的创造力与社会责任相遇，便
生长出了独特的精神力量。

这个夏天，愿每个青少年收获
的不只是晒黑的皮肤，还有对生活
的热爱；不只是短暂的体验，还有
对世界的善意。

盛夏里的这一个个瞬间，或将
成为他们人生路上珍贵的成长印记。

（沈莉萍）

A AI赋能：
用技术为老照片“补妆”

B 公益接力：16年的红色传承之路

“高温下坚守岗位，你们
辛苦了！”

近日，镇海中学“矩行”
领导力项目团队成员顶着烈
日，走进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总
浦桥社区的招宝广场甬爱 E 家
工会驿站。他们将一瓶瓶矿泉
水递到外卖小哥、环卫工人手
中，还附赠了一把特别的文创
扇子，扇面上描绘着泮水桥、
朱枫故居等图景。“这扇子上
印的，是我们学校的红色地
标！”同学们自豪地说。

这个夏天，镇中学子正在
续写新的温暖故事。

2009年，镇海中学成立翼
轩领导力社，一群怀揣社会责
任感的学生开启了“走进社

会、关爱他人”的实践之路。
从最初尝试帮扶弱势群体，到
逐步探索如何将校园文化与社
会需求结合，一代代镇中学子
用行动诠释着“责任”二字。
如今，这份坚守已延续了16年。

今年，翼轩领导力社组建
“炬行”领导力项目团队，团
队成员挖掘镇中红色文化底
蕴，将泮水桥畔的革命足迹、
朱枫烈士的家国情怀，融入一
把 把 小 小 的 文 创 扇 。“ 百 年
前，革命先烈在这里留下了奋
斗的足迹；今天，我们用这种
方式传承红色文脉，表达对家
国情怀的坚守。”团队成员钟
薇子说。

这 些 文 创 产 品 的 设 计 灵

感，正来自社团的“传帮带”
传统。“今年的项目团队组成人
员只有 5 人，但背后有 40 多名
师兄师姐的支持。”钟薇子介
绍，把校园红色地标印在扇子
上的创意，就是师兄师姐提议
的，既实用又能传播校园文化。

在换书大会中，为四川凉
山、新疆库车的孩子赠送文创
板夹、书袋等；与街道合作推
出“探访红色旅游打卡地——
红色镇海一日游”线路⋯⋯变
的是形式，不变的是热忱。“我
们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
书生，通过文明实践，我们想
让镇海中学的文化走出校园，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钟薇子
说。

C 育儿调研：解码0—3岁婴幼儿养育生态

“您觉得爸爸在带娃中参
与度如何？”“是否考虑过送宝
宝去托育机构？”⋯⋯盛夏的
甬城街头，一群身着文化衫的
大 学 生 正 在 请 家 长 做 问 卷 调
查。

这是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
院“滴水行动探芽小分队”暑
假以来的日常——毛昊博、倪
贤睿、陆城、吴郎朗、吴燕等
10 名学子，调研了全市几十所
幼儿园、5 个典型社区及多家
专业托育机构，用专业视角观
察宁波 0—3 岁婴幼儿的养育生
态，用青年担当回应社会关切。

在海曙区某家幼儿园，其
中一个班上有 1 名轻中度孤独
症儿童、3 名发育迟缓儿童。
但是，其中两名发育迟缓儿童

的家长并不认同评估结果，认
为孩子只是“贵人语迟”。这
让同学们深切意识到：特殊儿
童早期干预正面临着“家长认
知偏差+资源短缺”的双重困
境 ， 融 合 教 育 缺 少 的 不 是 理
念，而是专业师资。

在社区调研时，“没人带
娃”的焦虑感扑面而来。同学
们了解到，在双职工家庭，“孩
子没人带”成为年轻父母生育
孩子的一大顾虑。社区内虽然
普遍设有儿童活动设施，但专
门针对 0—3 岁婴幼儿及其家庭
的科学育儿指导、临时托管等
精细化服务严重不足⋯⋯

走进几家乳儿托育机构，
同学们又发现，祖辈带娃与父
母带娃的观念冲突太大了！不

少老人由于观念陈旧，对孩子
百依百顺，在幼儿早期发育阶
段未能提供很好的帮助，孩子
长大后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怎
样让家长放心地将孩子交给托
育机构，托育机构又如何实现

“普惠”与可持续运营之间的
平衡，成为行业痛点。

“ 通 过 调 研 ， 我 们 认 识
到，养育孩子不是家庭的独角
戏。”毛昊博说，“破解 0—3
岁婴幼儿养育困境，需要幼儿
园、社区、医院、家庭多方协
同发力，缺一不可。”

目前，“探芽”小分队正
抓紧整理分析一手资料，力求
形成数据翔实、建议可行的调
研报告，为宁波建设生育友好
型社会贡献青年学子的力量。

D 安宁疗护：用专业知识为生命终程添暖

“ 穿 橘 红 志 愿 服 的 大 学
生 ， 为 电 影 增 添 了 一 抹 亮
色。”近日，宁波市慈善总会
组织的“宁咖”公益活动上，
导演张弛在电影 《好好说再
见》 放映后举行的专家对话
中，特意提起了宁波大学“如
宁所愿”青年志愿者团队。

《好好说再见》 是中国首
部以安宁疗护为主题的电影，
片中有许多宁波元素，当银幕
上单亲母亲应诺与家人温柔告
别的画面出现时，不少观众悄
悄抬手抹泪。

“AI 时代，学生团队能为
安宁疗护做些什么？”在互动
环节，大学生龚洁站起身发

问。“坚守住伦理底线，用创
新搭起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桥
梁。”张弛导演的回答发人深
省，也将成为“如宁所愿”团
队后续努力的方向。

这个暑假，“如宁所愿”
团队又一次走进鄞州区明楼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宁疗
护病房。“您年轻时最骄傲的
事是什么？”在病房角落，志
愿者握着 82 岁李爷爷的手轻
声 询 问 。 老 人 缓 缓 讲 述 起
1963 年 参 与 水 库 建 设 的 往
事，说到激动处，干枯的手紧
紧攥住志愿者的笔记本——泛
黄的纸页上，早已记满了老人
们的姓名、生活年代与人生片

段。“很多老人怕被遗忘，我们
所 做 的 ， 就 是 把 他 们 的 故 事

‘存’起来。”志愿者轻声说。
“如宁所愿”团队的指导老

师庞菊爱说：“从课堂到病房，
我们一直在探索青年参与社会
议题的路径。”7 年来，这支团
队 从 研 究 临 终 关 怀 ， 到 启 动

“宁愿”“宁咖”“宁嫂”志愿服
务，再到如今开展“AI 时代安
宁 疗 护 质 量 提 升 ” 新 课 题 研
究，筹备高校志愿者联盟，一
步步用专业知识为生命终程添
暖。正如电影所传达的：生命
的谢幕同样需要尊严，青年一
代正在用创新的方式，守护着
这份尊严。

记者手记

记 者 沈莉萍
通讯员 虞 杰 曾昊溟 闫欣怡

夏日成长记

青春青春
在步履间在步履间
绽放光彩绽放光彩

盛夏里的成长印记

“这张照片是我和老伴年轻时唯
一的合影，都模糊得看不清脸了。没
想到，这些孩子能把它‘救回来’，
太感谢了！”

近日，鄞州区百丈街道划船社区
活动室内，一位老人捧着修复一新的
老照片，声音里满是激动。

另一位老人指着照片中三名穿军
装的年轻人感慨不已：“这张照片是
我和战友的合影，那时候照相的机会
少之又少。没想到它还能变得这么清
晰，我的青春岁月又回来了！”

这是古林职业高级中学“时光守
护者”项目团队进社区开展活动的镜
头。一群身着校服的中学生坐在电脑
前，鼠标轻点间，一张张泛黄的老照
片慢慢褪去了岁月的痕迹，模糊的面
容渐渐清晰起来。

“我们希望通过学生的专业技能
和 AI 技术，为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朋
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时光守护
者”项目发起人邢殿威老师说，这些
老照片里藏着几代人的故事，修复它
们，不仅是修复图像，更是为了唤醒
那些被尘封的珍贵记忆。

活动现场，社区居民带来了各自
保存几十年的旧照片，有的边角破
损，有的色彩黯淡，有的画面模糊。
志愿者细心地为一张张老照片进行数
字化修复，随着修复一新的照片通过

打印机缓缓输出，老人们一个
个面露惊喜。

除了老照片修复，
志 愿 者 还 化 身 “AI 科
普小讲师”，为社区居
民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
的“认识身边的人工智
能”讲座。他们通过真

实 案 例 演 示 “AI
换脸诈骗”“AI 声
音克隆诈骗”等新
型诈骗手段，与社
区居民分享识别和
防 范 AI 诈 骗 的 实
用小技巧，如“涉
及 转 账 必 核 实 身
份”“陌生链接不
轻点”“个人信息
严保护”等，帮助
老年居民筑牢反诈

“防火墙”。

居民带来了老照片。（陈文灏 供图）

镇中学子为户外工作者送清凉。（王琼苓 姜宇涵 供图）

大学生在托育机构调研。（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