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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佩君的举动很快带动了一
群奶奶。“我反正空着，我也可以
帮忙接送！”“我们家孙子大了，我
可以去幼儿园帮忙接送！”

东钱湖镇清泉社区有1200
多户双职工家庭，其中25%左右
的家庭有低龄儿童，父母经常为
孩子的日常接送而烦恼。

2019年 9月，社区成立“共
享奶奶”志愿服务团队，团队成员
从最开始的5人增加到现在的
58人，年龄从63岁到72岁不等。

接回来的孩子集中安排到哪
里更安全？社区把妇女儿童之家
作为基地，奶奶们把孩子们接到
这里后，陪他们写作业、做游戏，
直到孩子全都被家长接走。

“我们每天以5人轮班制的
形式接送孩子，风雨无阻。”袁佩
君说，她们最多一天接过40多个
孩子，也不觉得累，看着孩子们在
妇女儿童之家开心地学习、嬉戏，

“共享奶奶”们既丰富了老年生
活，也拥有了更多回报社会的成
就感。

这样的“一老一幼”志愿互助
模式，4年多时间共惠及社区500
余户双职工家庭。

“奶奶们贴心接送、陪伴孩
子，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算得上
我们的亲人。”居民杨利的儿子正
在上一年级，他说，把孩子交给

“共享奶奶”，一家人都很放心。
如果奶奶们遇到身体有恙或者家
里有事需要帮忙时，他会第一时
间提供帮助。

目前，“共享奶奶”志愿互助
服务项目已发展党员带头人15
名、核心成员58名、志愿者269
名，成了东钱湖一道“流动风景
线”。

“共享奶奶”的视频在网络爆
火后，很多网友喊话：建议全国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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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范围来看，“共享奶
奶”不算新鲜事。

在成都武侯区吉福社区，同
样有一群“共享奶奶”。她们大部
分由65岁以上退休老人组成，工
作日帮忙接送孩子上下学，节假
日照看孩子，寒暑假陪伴孩子。
社区老人较多，他们也想重返社
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而社区也
有很多孩子在周末和寒暑假需要
人照顾。这种双向需求，催生了
这个公益项目。

今年10月，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准格尔旗蓝天街道铁北社区招
募了一批身体健康、有空闲时间
的退休老人，开展“共享奶奶”社
会公益项目。她们以志愿者的身
份，为社区有需要的双职工家庭
接送孩子上下学，陪孩子写作业，
帮很多家庭解决了现实烦恼。

“每天能和孩子们在一起，感

觉自己都年轻了。”在重庆，一群
空巢老人变成“共享奶奶”，她们
在老有所为的同时也收获了爱与
陪伴。有网友在评论区说，其实
这既是“共享奶奶”，也是“共享儿
童”，孩子得到了照顾，老人也得
到了心理慰藉，还能促进小区邻
里和谐。目前，在全国很多城市
都涌现出这类“共享奶奶”，她们
帮助有需要的家庭接送孩子、陪
伴孩子，而年轻的父母也会帮助
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比如在清泉社区，就涌现了
这种“双向奔赴”的温暖。当然，

“共享奶奶”做的远远不止接送孩
子这点事。在清泉社区，她们积
极参与到矛盾调解、环境治理、民
俗传承、文化建设等基层治理的
方方面面。她们不只是孩子们的

“共享奶奶”，也是全社区的“共享
奶奶”。

从一个人到一群“共享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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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共享奶奶”
何以火遍全网？

人民日报点赞！

这两天，鄞州区东钱湖镇清泉社区的“共享奶
奶”火了，全国千万网友点赞。

甬派报道以后，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每日
电讯等央媒微信公众号纷纷转载，网友纷纷喊话：
建议全国推广。

为何“共享奶奶”能火起来，这种公益互助模式
能否持续走下去？

袁佩君今年62岁，是最早帮
忙接送孩子的“共享奶奶”。

“我反正要接外孙，顺道就把邻
居家的孩子一起接来。”这样的“举
手之劳”，袁佩君从2018年就开始
了。邻居家孩子王羽萱从幼儿园中
班一直到小学三年级，4年多，基本
上都是袁佩君在接送。

王羽萱的妈妈张香枝老家在
江西，孩子读幼儿园中班时搬到了
清泉社区。丈夫经常在外出差，做
外贸的她经常要加班，接送孩子成
了她的一大难题。

“起初，我花钱找人帮我接送
孩子，但接了一学期，对方拒绝了，
实在找不到人了。”有一次接孩子
放学时，张香枝碰到了袁佩君，向
她倒苦水。

没想到，袁佩君爽快地说：“以
后，我帮你接孩子，如果你要加班，
孩子就在我家吃晚饭吧！”

打那以后，袁佩君就开始风雨
无阻接送孩子，还给孩子做可口的
饭菜、陪她去户外运动、生病了贴
身照顾……有时候张香枝加班晚
了，孩子索性就睡在袁佩君家里。

王羽萱在宁波有了一个疼爱自
己的“外婆”。在这学期的作文本上，
她写下了一篇《我的外婆》——“我
有一个外婆，她不是我的亲生外
婆，但她是我遇到过的最美的外
婆，甚至比我的亲外婆还要好。”

孩子在作文里记录了她和外
婆相处的点点滴滴。语文老师批改
作文时，都被孩子的笔触感动了。

“四五岁的孩子很难带，老人
有个外孙，和萱萱同班，两个孩子
一起带，老人从没一句怨言。”张香
枝说，每次她去出差，孩子就直接
住在袁佩君家，并且专门有个单独
的房间。

这些年帮忙接送孩子，老人不
肯收任何“好处”，甚至连一箱牛奶
都不肯收。

“她就像我自己的妈妈一样，
我一定会记住这份情，好好孝顺
她。”张香枝说。

这两天，“共享奶奶”的相关新
闻刷屏网络，很多网友为这样的模
式点赞，建议全国推广。那么，这样
的模式是否可行？

为何“共享奶奶”会引起千万网
友的关注？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
与法学院教授何镇飚认为，这恰好
切中社会互助系统的“痛点”。例
如，出现极端天气时，学校停课，双
职工家庭由谁来照顾孩子，这是
个现实问题。有些国家就会诞生
大量阶段性的、短期的大学生兼
职，而宁波一些社区也会适时推
出“官方带娃”模式。但这种特殊
时期的应对举措，并不能解决居
民的日常需求，于是“共享奶奶”
就应运而生了。

“共享奶奶”接送孩子，体现的
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一种民间智慧，
反映出民众的部分需求无法得到满
足的现状。“共享奶奶”是宁波文明
城市的产物，市民互助的成果，他们
没有依赖政府，而是积极行动起来
填补服务空白。

何教授说，“共享奶奶”是具有
中国特色的互助系统，互助系统的
重点在于互助，但互助不一定要采
取免费的方式。希望未来“共享奶
奶”可以走向契约化，明确双方责
任，建立长效机制，实行可持续发
展。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应该从充
分保障各方利益的角度，对这种互
助模式进行制度化和体系化的完
善，加强监管和细节规范，整合社会
力量和资源，让“共享奶奶”走得更
深更远。 记者 薛曹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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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孩子眼里的
最美“外婆”1

▲“共享
奶奶”陈芝芬
在接送孩子。

▲

“共享奶奶”
志愿服务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