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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据文汇报 老年人是否有必要接
种新冠疫苗？当前疫苗安全性如何？
如果不接种有什么风险？就市民关心
问题，上海市卫健委、市疾控中心等相
关专家予以解答发布老年新冠疫苗接
种“十问十答”。

问1：老年人平时接触的人不算
多，是否没必要接种新冠疫苗？

老年人虽然活动范围相比年轻人
较为局限，但也会通过家里的小辈、周
围接触的人感染到病毒。近期，国内
的疫情中就出现了不少老年病例。此
外，老年人感染后，发生重症和死亡的
风险远高于年轻人和儿童。

虽然在全球范围，新冠病毒导致
的重症和死亡的比例有所不同，但共
同的特征是，没有接种疫苗的老年人
和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重症和
死亡比例较高。

问2：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是否安
全有效？

根据我国开展的新冠病毒疫苗临
床试验，以及我国依法依规在自愿知情

同意的前提下已经开展的大规模接种，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均经过验证。

问3：老年人如果不接种新冠疫
苗加强针，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根据国内外研究结果看，疫苗在
预防感染、减少发病方面，尤其是预防
重症和死亡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
疫苗接种之后，免疫力和保护效果会
随着时间推移下降、削弱。因此，目前
国内外都在推荐进行新冠病毒疫苗的
加强免疫。

研究表明，新冠病毒疫苗可以极
大地降低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完
成新冠病毒疫苗的基础免疫，即使感
染，发展成重症的风险至少降低80%，
如果还接种了加强针，风险降低90%
以上。因此，符合条件的老人应尽快
完成加强针的接种。

问4：哪种新冠疫苗比较适合老
年人？

目前在我国境内获批使用的新冠
疫苗的品种包括灭活疫苗、腺病毒载
体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这些疫苗都

已经通过前期的临床试验和大规模的
使用证实了有效性和安全性。

无论使用哪种疫苗，采用哪种加
强免疫方式，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没有
禁忌，都可以根据当地疫苗的供应情
况选择接种，均可以起到有效降低重
症、死亡风险的作用。

问5：老年人的新冠疫苗加强针
怎么接种？

现阶段完成全程接种满3个月的
60 岁及以上人群可实施加强免疫。
符合条件者可根据国家有关要求选择
同源加强或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问6：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可
以接种新冠疫苗吗？

老年人和慢性病人群都是感染新
冠病毒后的重症、死亡高风险人群。健
康状况稳定，药物控制良好的慢性病人
群建议接种新冠疫苗。处于稳定期的
患者，接种疫苗前后，仍应按医嘱用药。

问7：肿瘤、术后等大病人员能否
接种新冠疫苗？

肿瘤、术后患者建议参考临床医

师建议，结合患者健康状况和相关指
标，如病情稳定可接种疫苗。如病情
尚不稳定，建议暂缓接种。

问8：老年人什么情况下不建议
接种新冠疫苗？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的《关于
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方案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接种禁
忌判定标准，包括：既往接种疫苗时发
生过严重过敏反应，如过敏性休克、喉
头水肿；急性感染性疾病处于发热阶
段暂缓接种；严重的慢性疾病处于急
性发作期暂缓接种，如正在进行化疗
的肿瘤患者、出现高血压危象的患者、
冠心病患者心梗发作、自身免疫性神
经系统疾病处于进展期、癫痫患者处
于发作期；因严重慢性疾病生命已进
入终末阶段。

问9：高龄或在养老机构内的老
人接种疫苗，有啥特别要注意的？

养老机构实行封闭管理期间，由
工作人员作为志愿者陪同老年人开展

接种，需要家属提前出具《委托书》，养
老机构需做好相关人员安排，保证老
年人疫苗接种顺利进行。

问10：近期接种过其他疫苗的老
年人能否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国家的接种指南建议，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与其他疫苗接种间隔至少
14天。因此，如果最近刚接种过流感
疫苗、狂犬病疫苗、带状疱疹疫苗或其
他疫苗，建议间隔14天再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同样，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
建议间隔14天再接种其他疫苗。

根据《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
术指南（2022-2023）》，18岁及以上人
群可以同时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和新冠
疫苗。但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动
物致伤或出现外伤等原因需接种狂犬
病疫苗、破伤风疫苗、免疫球蛋白时，
或者在发生疫情等紧急情况下需要应
急接种如水痘疫苗、麻腮风疫苗时，可
不考虑该间隔。

具体以疫苗产品说明书为准。
■唐闻佳

上海市卫健委、市疾控中心等相关专家解答

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十问十答”

据新华社 冬季流感等呼吸道疾
病高发，疫情下孕产妇、儿童等特殊
人群该如何做好健康防护？有孩子
的家庭是否需要多储备一些药品？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权威专家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急诊
科主任王荃作出专业解答。

问：孕产妇与普通人群相比是否更
易感染新冠病毒？该如何做好防护？

乔杰：从总体人群表现看，孕产
妇奥密克戎感染率和普通人群接近，
出现症状的表现类型也和普通人群
接近，如咽干、咳嗽、流鼻涕、浑身酸
痛、发烧等。总体而言，与普通人群
相比，感染没有给孕产妇的健康带来
更多影响。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的
孕产妇要加强自我保护。有妊娠计
划的女性最好在孕前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增强自身免疫力。尽量调整好
身体状态再怀孕。

孕产妇需注意防护，做到以下关
键点：出门、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到医
院就诊时戴 N95 口罩，少去人员聚
集场所；居家或在办公室时经常通
风，保持空气流通；外出回来勤洗手。

问：如遇封闭隔离，孕产妇无法
按时就诊，该如何处理？

乔杰：孕产妇如遇封闭隔离无法按
时就诊，不要着急、焦虑，要和自己的助
产机构及时联系。就诊属常规体检的，

可以更改时间；如属紧急就诊，可与社
区及时沟通，通过特殊通道就诊。

问：正值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
孩子发烧、咳嗽，是否需要去医院？

王荃：秋冬季是儿童呼吸道疾病
高发季节，发烧和咳嗽是儿童呼吸道
疾病常见症状。导致发烧、咳嗽症状
的病原体非常多，以流感病毒等病毒
为主，也包括某些细菌、肺炎支原体。

孩子生病后如果精神状态稳定，
家长做对症处理、观察病情即可。如
果连续发热超过三天、持续高热、频
繁咳嗽或呕吐，甚至出现包块、频繁
腹泻、脓血便、尿量减少、呼吸增快、
呼吸困难、意识障碍等情况，家长应
带孩子及时就医。

在医院期间，家长应做好自身和
孩子的健康防护，戴好口罩，做好手
卫生。回家后立即脱掉外套、鞋帽并
认真洗手。

问：有孩子的家庭眼下是否应该
多备一些药品？

王荃：家里备一些适合儿童服用
的退烧药等即可，不建议家里过多存
药。给孩子服药时应谨遵医嘱并认
真阅读药品说明书。为了确保安全，
家长不要只凭经验给药。孩子居家
时，要保持规律作息、充足睡眠、合理
膳食、均衡营养、加强锻炼，多吃水果
和蔬菜。北方冬季天气较干燥，家长
要给孩子多喝水，加强亲子沟通，保
持心情愉悦。 ■宗禾

据解放日报 冬季该如何科学养
生？11 月 30 日，由解放日报社主办
的2022上海台北双城健康讲坛暨第
45届解放健康讲坛，以“走近中医学
养生、防微杜渐治未病”为主题，邀请
上海中医药大学急危重症研究所所
长、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
诊医学科主任、上海市名中医方邦江
教授，黄元御学术流派第七代传承
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孙
明瑜教授，沪上首位台湾籍龙华医院
规范化培训医师、石氏伤科非遗技术
第六代传承人石承主医生，共同为市
民朋友带来中医养生科学知识。

中西医结合应对新冠
方邦江教授曾于2020年带领医疗

队员奔赴武汉雷神山医院。讲坛上，
他提及，“大家都知道新冠肺炎治疗目
前没有特效药，天气渐冷同时叠加流
感，呼吸道传染病如何预防？其实古
人在古籍中已有所解释。”

清代吴有性所著《瘟疫论》，是我
国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著作。方邦江说，所谓温病即传
染病，书中写道“无论老少强弱，触之
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这里的

“口”，既可以指消化道，也可以指呼吸
道。正因此，冬季流感多发、夏季疟疾
多发。

中西医结合呈现出独特优势。经
典古籍《黄帝内经》云：“正气存内，邪

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谓
“正气”即自身免疫力，免疫力差了更
易感染新冠病毒。专家说，“利用中医
治疗，同时锻炼六字诀、八段锦等，调
养身体、提升自身免疫力，临床看来对
缩短病程非常有益。”

冬季藏阳藏精藏神
孙明瑜教授在讲坛上提及：中医

理论中，冬季养生有三藏——藏阳、
藏精、藏神。冬季是一年之中阳气最
弱的季节，人体要用全身阳气去御
寒，如果阳气不足就易生病。专家逐
一解释：所谓藏阳，即养好阳气、适度
保暖。藏精需养肾，肾阳是阳气的根
本，这一季节不要太肆意玩乐，不要
太消耗。至于藏神，则是冬日行为要
相对静，早点睡晚点起。

一些中医理论与现代西医可谓
不谋而合。孙明瑜表示，例如西医认
为，冬天心血管疾病高发。而对应中
医来看，心阳是“一生之大阳”，藏阳
呵护心脏于此时至关重要。她还举
例，不少市民早上三、四点就起床锻
炼，汗流浃背，最终适得其反。清晨
阳气很弱对身体不利，“汗血同源”，
汗出太多伤气伤精，无法“顾护肾
气”。基于此，冬日锻炼也要遵循科
学规律，适宜为主。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石承主25岁之前在中国台湾地

区曾获跆拳道比赛金牌，随后来到上
海学医。讲坛上，他用“动静力平衡”
来解释人体脊柱健康：脊柱犹如盆
景，枝干绕着铁丝。铁丝是动力系
统，枝干就是静力系统。对应看脊
柱，脊柱两侧肌肉动力系统带动骨骼
形成动作。一旦动力失衡，就会产生
疾病。以颈椎为例，上颈椎压迫会出
现头晕、呕吐、胸闷，下颈椎压迫会表
现为肩部以下症状，甚至行走障碍。
临床上，很多高血压患者也能从颈椎
找到问题。

石承主说，“冬病夏治敷贴肚脐，
支气管疾病贴天突穴、肺腧穴等，这
些都是脊柱旁边对应的神经所管控
范围。”

近年来，颈椎痛、腰椎病患者逐渐
增多，症状出现时按摩、贴膏药等方法
只能治标，无法解决根本。在专家看
来，所谓根本正是脊柱的动静力失衡。
保持平衡，还需学会科学正确的方法，
而生活中最好的医生其实是自己。

石承主解释，脊柱关节病患者年
轻化，很多小学生体态姿势就有所欠
缺，未能及时纠正。上班族长时间久
坐对脊柱同样是极大的伤害。久坐
导致脊柱椎体间僵硬，慢慢失去弹
性，肌肉出现疲乏。应对脊柱关节病
应“外练精气神、内练中国魂”，八段
锦作为传统中医文化值得提倡，耳穴
全息疗法等也是市民可以掌握的日
常自我保健方法。 ■顾泳 王艳辉

科学养生，动静平衡保脊柱

孕产妇儿童如何做好防护

为提升儿童健康水平，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加强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近日印发《3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指南（试行）》。 ■新华社 曹一

健康养育

优化调整疫情防控相关措施
据文汇报 4日，上海市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优化调整
疫情防控的相关措施，具体为：乘坐
轨道交通、地面公交、轮渡等市内公
共交通工具，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全市公园、景区等室外公共场
所，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优
化调整措施自5日零时起实施。

那么，乘坐公共交通是否还要
“扫码”、看“绿码”？对此，“上海发
布”回应称，经询市交通委，乘坐市内
公共交通不再验核酸阴性证明，请大
家主动扫“场所码”，或使用“随申码”

“乘车码”等方式亮绿码通行。
就进入公共场所比如饭店、商

场等，是否需要48小时核酸的提问，
“上海发布”回应称：进入本市餐饮服
务（含酒吧）、购物中心（含百货店）、
超市卖场、菜市场、美容美发、洗（足）
浴等商业场所的消费者，须持有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 5 日发布继续优化调整疫情防控
的相关措施，具体如下：

除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医
疗机构、学校（含托幼机构）以及密闭
娱乐场所（包括KTV、棋牌室、密室剧
本杀、网吧）、餐饮服务（含酒吧）场所
等有特殊防疫要求的场所外，其余公
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保留全市常态化核酸检测采样
点，继续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对 7 天
内无核酸检测记录的不再赋黄码。

以上优化调整措施自12月6日
零时起实施。后续，我市将根据国家
政策和疫情形势，持续优化调整相关
防控措施。请广大市民继续做好个
人防护，规范佩戴口罩，主动扫“场所
码”，尽快接种疫苗，当好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 ■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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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暖流潺潺，汇聚成歌
编者按

“闭塞成冬”的日子里，涓涓暖流从未停止在城市流淌。
救助车的车灯在寒夜融入万家灯火；热情尽责的回收站工作人员，收到了居民手写的“赞

美信”；街道、居委会的关爱，让独居老人、困难老人的冬天“不太冷”，杨浦进一步打造助老扶老
“朋友圈”；自闭症青少年，在创客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的帮助下，成为了平面设计师……

在杨浦，暖流的潺潺之音汇成了动听的“冬季恋歌”。

本版部分图片由相关单位提供

■汤顺佳 王歆瑜 窦雨琪 杨卉 宗禾

“扫街寻人之暖”——
“跟我们回站，洗一把热水
澡，暖暖身子也好”

街面巡查，常被救助队员们称为
“扫街”，指以“车巡+步巡”方式，对杨
浦区可能出现流浪乞讨人员的重点路
段开展大面积巡逻救助。天气转冷
后，像这样的巡查行动，队员们一天至
少进行3次。

11 月 30 日深夜，上海气温低至
4℃。杨浦区救助管理站站长居加定
换上最厚的冬季防寒制服，套上荧光
绿的“杨浦救助”马夹，与队员们开始

“扫街”。
今冬的第一波寒潮来势汹汹，大

风吹得路上行人较往日少了大半，这
辆蓝白相间的救助车却依旧车灯闪
烁，奔赴一个个购物商圈、银行网点、
医院门口、废弃桥洞……寻找着流浪
乞讨人员的身影。

根据长期救助经验，如今，几乎每
个救助队员都成了“活地图”。他们不
仅为日常巡查划出了 8 个重点露宿
区，包括五角场环岛南区、鞍山商业
圈、国定东路美食街、中环线翔殷路隧
道周边、长海医院周边等，每天都把这
些点位全部查一遍，还熟知几个特定
流浪人员出没频繁的点位，背得出路
名、门牌号……这一晚，他们在行动安
排中圈了一笔：闸殷路。

“阿伯，还是跟我们回救助站吧，
洗一把热水澡，暖暖身子也好。”救助
队员胡求军蹲下身，凑近与一位老人
交谈起来，“这两天太冷了，睡在外面
不安全。”

与这位老人的渊源还得从今年9
月说起。

那时，接到群众反映，闸殷路民庆
路交叉口的停车区内，住着一位拾荒
者。老人看上去年逾七十，地上铺着
两层薄褥子，上面盖着救助站送的毛
毯，他就睡在其中。一条毛巾就是他
的枕头，已经被枕得发黑了。

2003年，杨浦区对流浪人员自强

制管理转为救助服务，其是否跟着回
站，完全遵循自愿原则。于是，队员们
纷纷化身絮絮叨叨的“子女”，每天都
来看老人情况，劝说他跟着回站住两
天，或是提出带他回老家，与家人团
聚。无奈老人很固执，通常是摆手作
罢。劝说无果后，救助队员们为老人
送上了棉衣棉被、方便面、矿泉水等物
资，然后赶往“下一站”。

两把破损的转椅、几袋食物、一只
行李箱和多个救助站送来的包裹，就
是全部“家当”，老王（化名）今年 48
岁，以彰武路上的一银行网点为家，救
助队员葛徐必显常过来看他。当晚，
车子驶上彰武路时速度放慢，就是为
了这位“老熟人”。

葛徐必显说，老王白天爱坐在银
行门口，和路人聊聊天，等夜深了就搬
进室内凑合一晚，或是就近找个地铁
口躲一躲。“他的点位比较固定，我们
就每天来这里看看他，送些补给品，希
望他过得有保障。”

疫情期间，老王进救助站住过两
个月，与救助队员们的关系也越来越
好。“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我，经常给
我帮助，我觉得自己没有被社会遗忘，
真的很感动。”出于“不想麻烦大家”，
老王拒绝了回站的邀请。队员们送上
物资，并叮嘱他有任何事，可随时向救
助站求助。

一路上，万家灯火在车窗外倏忽
而过。居加定说，很快就要到元旦了，
再过一阵还有春节，他们希望把更多
流浪人员送回家，让他们过个团圆
年。“如有流浪救助人员不愿接受救
助，我们也会及时送上节日慰问品。”

目前，杨浦区救助管理站已加强
值班值守，保障救助服务热线24小时
畅通，对突发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处
置。对愿意入站的人员，工作人员们
会立即按防疫要求和救助流程办理入
站手续，对不愿入站的流浪乞讨人员，
也会结合其实际需求发放物资，并实
行跟踪劝导救助。

近年来，上海连续开展“寒冬送温
暖”专项救助行动，关心关爱特殊困难
群体，履行民生兜底保障职能。杨浦

的这群救助队员，一直在路上。市民
如遇需要帮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可随
时拨打110或热线电话65675720。

“见字如面之暖”——
“尽心尽力服务好居民是我
应该做的”

居民居阿姨一直有把家中废品积
攒起来回收处理的习惯，以前她都是
送到私人收购站，但经常遇到“缺斤少
两”的情况。一年前，居阿姨看到“爱
回收·爱分类”交投回收站，尝试送货
后，她发现这里称重准确、结算很快，
工作人员也热情友善，特别是站长陈
长根，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师傅
每天都很早来到站点，有时看我们老
年人东西多，还主动帮我们搬运，天气
热的时候，还会给我们水喝，提醒我们
注意洗手……很多细节让我们觉得很
贴心。”

最近，陈长根收到了一份温暖的
礼 物—— 居 阿 姨 亲 笔 写 的“ 赞 美
信”。居阿姨笑着说，像她一样为陈
长根“点赞”的用户还有很多，为了把
这份认可表达出来，她就写了这封
信。“我原本想直接贴在大门上，后来
还是交到陈师傅手上了。我们来这
里送废品，不只是为了换钱，也是想
为环保多作贡献，像陈师傅这样的人
越多，就会有更多人愿意把可回收物
送来，让它们变废为宝。”

陈长根是杨浦区密云路 432 号
“爱回收·爱分类”两网融合交投回收
站站长，平时的工作主要是对附近居
民送来的可回收物进行称重和回收，
在“爱回收·爱分类”工作已经三年多
了，见证了交投回收站用户越来越多、
货量越来越大。工作期间，陈长根还
曾多次捡到用户遗失的手机、钥匙等
重要物品，每次都仔细保管并归还，获
得居民的一致好评。这次收到居阿姨
的“赞美信”，陈长根感到“受宠若惊”，

“真的太感动了，我只不过是做了自己
的本职工作，尽心尽力服务好居民是
我应该做的，没什么值得‘赞美’的，能
得到居民的认可，是对我工作的最大
奖励。”

据了解，“爱回收·爱分类”交投
回收站是对智能回收机回收范围的
延展，可回收物单次投递量在 5kg 以
上的用户，均可直接送货到站。目
前，“爱分类爱回收”交投站在全上海
设有8个，其中位于杨浦的有7个，分
别在四平路街道密云路 432 号、殷行
街道白城路 278 号、五角场街道政本
路 26 号、长白新村街道军工路 601
号、江浦路街道唐山路 1319 号、延吉
新村街道靖宇中路 3 号、平凉路街道
霍山路 1165 号。企业将进一步扩大
服务范围，助力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
源化。

“爱心快递之暖”——“相
信这个冬天，不会那么冷了”

酒精、口罩、毛毯、毛巾……一大
早，大桥街道老龄办工作人员早早就
准备好了各类物品，出发当起了“爱心
快递员”，“爱心快递”的收件人是家住
平凉路的几位高龄独居老人。“感谢有
了居委会和街道的关怀，我这个独居
老人在这样的天气也觉得心里暖暖
的。”今年94岁的陈梓达说。

困难老人徐阿婆老两口都年逾七
旬、身患重病，当天，他们收到的“爱心
快递”是一笔助困基金。“你们能想到
我们老两口，真的很感动。相信这个
冬天，不会那么冷了。”徐阿婆表示。

养老工作涉及政策多、牵涉点位
多、惠及人数多，其实无论天气冷暖，
杨浦一直致力于打造助老扶老“朋友
圈”。养老顾问就是其中的“主角”。

陈蓉是长海路街道（浣纱）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的金牌养老顾问。每周一
到周五，她和同事会轮流守在工作桌
旁，等待老人及家属电话咨询各类养
老服务问题，为他们提供帮助，在掌握
老人身体情况、经济条件、个人喜好等
各方面基础上整体规划，推荐一个较
为完备的个性化定制方案。

比如，针对腿脚不便的居民张阿
姨，陈蓉就鼓励老人参加每周的社区
老年学校，建议她尝试订购每日送餐
上门的社区老年餐等；并推荐了“养老
时间银行”，一个适合老年人志愿服务
及交友的好平台，受到了张阿姨的认
可与感谢。

在推进“养老顾问”工作中，杨浦
注重信息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通过促
进养老服务供需信息对称，为老年人
提供养老服务资源介绍，包括辖区内
养老机构、社区托养机构等各类养老

设施以及各类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等信
息；提供养老政策指导，包括养老服务
补贴、长期护理保险等基本公共政策
的指导和办事指南。同时，推动养老
服务资源优化分配，为有需要的老年
人形成养老服务建议清单，有效链接
服务资源。

自2018年5月起开展“养老顾问”
试点工作以来，杨浦率先实现养老顾
问点街道及居委会全覆盖，每个居委
会都有一名专业社区养老顾问，为老
人就近提供服务，涉及“医食住行”各
方面。目前，全区共设有街道级顾问
点19个，居村级顾问点288个，专业机
构顾问点10个，养老顾问355人，其中
8 人荣获首批市级金牌养老顾问称
号。社区养老顾问队伍不断壮大，服
务方式也不断创新，受到了广大老年
人及其家庭的欢迎。

“艺术疗愈之暖”——热
爱绘画的她成为平面设计师

患有自闭症的琲琲，曾是杨浦职
校学生；在杨浦区创客红十字志愿服
务团队的帮助下，如今的她已成为一
名平面设计师。

如何为自闭症青少年撑起一片天
空？区创客红十字志愿服务队通过艺
术心理、艺术康复等系列课程，用画笔
为这些“星星的孩子”架起与世界沟通
的桥梁，帮助他们融入校园和社会。

9 月底，第21 届上海市社会科学
普及活动周法治漫画征集活动举行，
创客红十字志愿者立刻抓住机会，鼓
励青少年参加。团队第一时间就想
到了热爱绘画的琲琲。在辅导老师的
悉心讲解下，琲琲了解并确定了这次
参赛的主题——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随后，琲琲通过手绘漫画，以交通安全
普法小故事的形式呈现，经十多次修
改后才定稿。11 月，经过层层筛选，
琲琲的作品最终获得第 21 届上海市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法治漫画征集活
动“创意奖”。不仅如此，在志愿者的
辅导下，除了绘画，琲琲还掌握了 PS
软件、视频剪辑等新技能。这对她融
入社会、获得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

接下来，这支志愿服务队将不断
探索，深入开展“博爱杨浦”项目，大力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通过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开展有
趣的疗愈活动等，帮助更多像琲琲这
样自立自强的特殊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