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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榜样】

2011年， 有这样一个 “90后” 年轻人， 他决定用青春守护夕阳， 创立了 “夕阳再晨” 公益助老品牌，
带领志愿团队走入社区， “一对一、 一帮一” 个性化教学， 帮助老人学会手机上网聊天、 挂号、 电子支
付、 拍摄小视频等新技能， 助老人快速融入信息化时代。 他就是北京邮电大学青年教师张佳鑫。

8年来， 在张佳鑫的带动下， 北京、 上海、 广东、 陕西、 南京、 河南、 四川、 湖南等19个省市的100
余所高校志愿者加入到科技助老公益活动中， 累计参与志愿者人数超过10万人次， 覆盖全国500余个社
区， 直接帮助老人达到20万人次， 间接受益老人达到80多万人次。 午报记者近日连线张佳鑫， 让他再谈
一谈 “夕阳再晨” 的新计划———

午报记者： “夕阳再晨” 公
益项目已经运行8年， 8年来， 这
个科技助老项目在规模上有哪些
变化？

张佳鑫 ： 今年是 “夕阳再
晨” 的第８年， 变化也是很大的。
从志愿者的规模上来说， 人数在
不断增大。 比如， 在2014年的时
候， 我们的志愿者大概来自十几
所高校。 现在， 志愿者已经扩展
到100余所高校了。 再有， 我们
的志愿服务覆盖的社区也在扩
大、 增多。 以前， 我们的服务都
是定点服务。 2017年， 我们引入
了 “精品三讲 ” 的课程 。 截至
2017年， 这个课程已经覆盖到东
城的每个街道。 换句话说， 东城
区的每个街道， 我们的志愿者都
带去了 “精品三讲” 的课程。

午报记者： “夕阳再晨” 的
科技助老课程有没有创新？

张佳鑫： 我们给老人讲授的
课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根
据实际的需要不断进行改变和创
新 。 比如 ， 我们增加了微信使
用， 还有网上购物的课程等等。
“夕阳再晨”的服务过程可以总结
为 “科技 ”+“温度 ”，我们注重温
情和陪伴。 我们也注重将志愿者
的特长和在校学习的专业方向相
结合， 发挥各自的特长。 比如，
来自北体大的志愿者会将五禽戏
和柔力球的内容融入课程； 地质
大学的志愿者会给老人们带来珠
宝鉴定的课程。 而且， 我们还会
时刻思考， 注意关注一些特殊老
人群体如聋哑老人的需要。 我们
还会帮助一些老人圆梦， 比如入

户为他们提供服务等。

午报记者： 明年你有什么新
计划？

张佳鑫： 的确， 我们也着不
少新计划。 比如， 我们在课程输
出上要更加精细化 。 “夕阳再
晨” 的科技助老能够被复制到全
国500余个社区， 直接、 间接帮
助老人达到上百万人次， 靠的是
大学生们在实践中磨出来的一套
教材和标准课程。 现在 “夕阳再
晨”已经积累了100多讲的课程讲
义。去年2月，还出版了3本总字数
达到37.8万字的《夕阳再晨》系列
丛书。另外，我们还将线上和线下
的志愿服务相结合。比如，我们在
线上也会提供一些课程， 设计一
些小程序，像书法、茶道等等，供
老人们学习。 这些课程大约包括
200个 ， 涉及8类 。 通过这个模
式， 可以让老人在课下随时随地
温习课堂上的操作技能。

午报记者： 作为一名北京榜
样， 你觉得在 “夕阳再晨” 这个
公益项目推进的8年中， 你有哪
些收获？

张佳鑫： 8年中， 我的身份
也在发生着变化， 从一名学生成
长为一名教师。 我还收获了 “北
京榜样” 这个荣誉， 我的感受很
多。可以说，“夕阳再晨”让更多的
大学生用专业知识、关爱和陪伴，
以 “高校覆盖社区”“青春陪伴夕
阳”的模式，带动周围的人创新服
务社会， 而这些志愿者自己也获
得成长。 我想今后， 我会带动更
多人加入到这个公益项目中。

播撒戒毒文化的使者
□本报记者 周美玉———记北京市戒毒管理局天康戒毒康复所民警肖洁

□本报记者 盛丽

张佳鑫：助老是永远年轻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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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洁是北京市戒毒管理局天
康戒毒康复所民警， 自2007年从
事戒毒康复工作以来， 肖洁就承
担起了 “民警” 与 “教师” 的双
重角色。 同事们都说： “走近肖
洁， 你就能感觉到她身上蓬勃的
朝气 。 ” 而她最清楚自我的追
求———做一名播撒戒毒文化的使
者， 愿更多的人远离毒品。

肖洁刚接触戒毒宣传培训工
作时， 她觉得很艰巨也很迷茫，
怎么讲？ 讲什么？ 一切都要从零
开始。 “要给学生一滴水， 自己
首先要有一桶水。” 为了尽快提
高自己的知识储备， 她一头扎进
了 “毒” 的海洋。 短短几个月的
时间 ， 她翻阅了大量的文字材
料， 从毒品的起源、 分类这些最

简单的知识着手， 到毒品对大脑
和身体造成的伤害， 再到毒品的
成瘾机理、 预防技巧， 肖洁都能
娓娓道来。

同时， 她意识到戒毒知识培
训针对的对象不仅有社会普通成
年群众， 还有从事相关职业的工
作人员， 更有青少年学生等不同

群体， 因此， 戒毒培训在形式和
内容上不能千篇一律， 必须要有
针对性。 为此， 肖洁针对不同群
体制作了不同的课件， 她就在工
作之余反复讲练， 家中的白墙成
了上课的黑板， 父母爱人成了听
课的学生， 她还请家人帮忙录下
视频， 对着视频反复琢磨， “这
个地方讲的还不透”， “那个导
入还不够自然”， 她一遍又一遍
地改进， 一遍又一遍地试讲， 嗓
子哑了， 就泡杯胖大海。

经过精心的准备， 初次登上
讲台， 就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
学院的阶梯教室， 台下坐着二百
余名大学生。 当肖洁自信满满地
将课件上的内容流利讲解出来的
时候， 台下的大学生纷纷报以热
烈的掌声。 “老师， 我听说有一
些药品也能上瘾， 是这样的吗？”
“老师， 我有朋友吸毒， 我该怎
么劝他戒毒？” 学生们纷纷参与

互动， 这让肖洁备受鼓舞。 为尽
快提高自己的授课水平， 肖洁通
过自学考取了教师资格证， 掌握
了授课技巧。

几年来， 肖洁先后走进北京
师范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科技
大学 、 中国政法大学等高等院
校， 以及北京市15中、 北京师范
大学大兴附中等学校， 根据不同
年龄阶段青少年的心理特点、 接
受能力、 知识储备、 兴趣点等，
她编写了覆盖小学一年级到大学
的阶梯型戒毒培训课件， 不同年
龄阶段采取不同的授课方式， 丰
富多彩的教学形式、 全面实用的
教学内容得到学校、 学生和家长
的一致好评。

这些年来， 肖洁在毒品预防
教育的工作中， 用专业科学的知
识、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无私
奉献的精神， 赢得了青年学生的
信任。

提到 “夕阳再晨” 这个科技
助老项目 ， 很多大学生都不陌
生。 在更多的人心中， 这四个字
不仅仅是一个帮助老年人学习各
种知识技能的平台， 更多的是一
种 “青春” 对 “夕阳” 的守护 。
而开启这份守护的就是北京邮电
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青年教
师张佳鑫。

2011年， 张佳鑫还是一名大
学生 。 一天 ， 他经过宿舍楼门
口， 一张写着 “寻找改变世界的
种子” 的公益海报引起了他的注
意， 这张海报也开启了他的公益
之路。 从这年的5月开始， 张佳
鑫发起了 “夕阳再晨” 科技助老
项目。 他带领志愿团队， 走入北
京的一个个社区。

“夕阳再晨” 团队的志愿者
们通过 “一对一、 一帮一” 的个
性化教学方法， 帮助社区里的老
年人学习手机上网聊天、 挂号、
电子支付 、 拍摄小视频等新技
能， 通过这些志愿服务， 让老年
人能够快速融入信息化时代。 值
得一提的是， 在开展志愿教学的
同时， 这些大学生志愿者们还通
过贴心的陪伴为老人们带去了家
人般的温暖。

团队志愿者的服务， 让老人
们学会了网上预约， 不用再摸黑
早起排队挂号， 学会了使用QQ
上网， 可以和远在国外的孙子通
话……那时， 张佳鑫是快乐的。

“每当看到老人们学会一项
技能， 开心得像个孩子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再多的付出、 再多次
的重复都是值得的。 老人们欢笑
的背后， 不仅是因为学会了一些
技能， 更多的是我们的陪伴让老
人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张
佳鑫说。

在志愿服务推进的过程中，
“夕阳再晨” 的服务方式和内容
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加入
公益团队的志愿者也在不断增
加。 8年来， 在张佳鑫的带动下，
北京 、 上海 、 广东 、 陕西 、 河

南、 四川等19个省市的100余所
高校志愿者加入到科技助老公益
活动中， 累计参与志愿者人数超

过10万人， 覆盖全国500余个社
区， 直接受益老人达到20万人，
间接帮助老人80多万人次。

学学榜榜样样
我我行行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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