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春辉和检察官一起在杨浦滨江调研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

在上海活跃着这样一群人。

他们善于“找茬”，能看出滨江有

路段少了缘石坡道，也能发现十

字路口没有红绿灯。他们技艺精

湛，知道该如何保护 800多年历
史的古城墙，也深谙环境污染鉴

定方法。

他们是上海检察机关“益心

为公”志愿者，目前有 3000余人。
2023年以来，“益心为公”志愿者
共提供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900
余条，参与检察机关发起的专业

咨询、公开听证、跟踪观察、专题

调研等办案活动 1000余次。

亲身体验无障碍设施

傅春辉今年 60多岁了，2023
年 11月，他正式成为杨浦检察
院的“益心为公”志愿者。因为腿

脚不便，平时要坐轮椅出行，傅

春辉对上海的无障碍环境建设

非常关注，参与了多起杨浦区无

障碍设施建设公益诉讼案。

“早在建设杨浦滨江时，我就

去过很多次，以残疾人代表的身

份提出过很多意见。”傅春辉说。

在和检察官一起实地走访后，傅

春辉针对杨浦滨江无障碍设施改

造等专业性问题，提出了增大引

导标识字体、采用夜间可视材料

等意见，保障老年人和弱视群体

看得到、看得清。之后检察机关召

开的听证会上，他又对滨江无障

碍设施改造落实情况和涉案专业

问题提出优化整改建议。

在另一起针对商场无障碍

电梯不符合规范的行政公益诉

讼案中，傅春辉受邀参与现场调

查核实，办案后期还参与了“回

头看”工作，实地体验无障碍设

施建设的整改效果。

在众多像傅春辉这样的志

愿者参与下，2023 年 6 月以来，
杨浦检察院共督促整改无障碍

设施 60余处，包括无障碍电梯
内部配套设施，道路过街提示装

置未正常使用、盲道磨损、未设

置缘石坡道等系列问题。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与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向而

行，检察机关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提起诉讼，本质是以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解决民生问题。”市检

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林仪

明说。

从被动履职到主动参与

如今，志愿者们不再只是应

检察机关的邀请“被动履职”，而

是积极主动发现身边的线索，联

系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去年秋天，静安检察院“益心

为公”志愿者徐国忠和妻子前往

宝山区一处大型商业中心购物。

“当时是下班高峰，商场附近的路

口汇集了长途巴士、公交车、大型

货车、私家轿车以及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和行人。仔细一看，我发现

该路口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人

行横道线也不完整。”徐国忠说。

眼前看到的一幕幕让徐国忠

难以忘记。第二天，他特意赶到该

路口周围调研，发现该路口地处

城郊结合部，周边分布着一批居

民住宅区、创业园区、大型商业综

合体，每逢通勤高峰，车流人流混

乱，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徐国忠当即将线索以及 7
张现场照片提供给检察机关。次

日下午，宝山检察院公益检察官

即来电告知，经现场调查情况属

实，检察机关将磋商政府职能部

门进行整改。

“两个多月前，您反映的路

口未装交通信号灯问题，我院公

益检察部门迅速立案调查，现已

审查结案。特此感谢您提供案件

线索。”不到两个月，徐国忠就收

到宝山检察院的反馈。

次日一早，徐国忠再次打车

20公里赶到现场，看到相关设施
全部安装到位，机动车、非机动

车和行人通行变得井井有条，他

心里的石头才真正落了地。

“人民城市建设离不开人民

参与。我们只是上海这座城市中

的普通一员，但也想通过这种方

式，为城市发展、提升生活品质

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样来自静

安检察院的“益心为公”志愿者

袁俊彦说。

为公益诉讼提供专业支持

除了来自公益组织和社会

各方面的热心人士，“益心为公”

志愿者队伍中有不少来自各领

域的专家学者，在公益诉讼办案

领域不断拓展的当下，他们的专

业技术和能力为检察机关精准

规范办案提供了有力支撑。

“城墙遗址上的植物根系由于

具有吸水性，会加速墙砖的风化，

应当及时进行清理，同时也要注重

对清理后砖缝的填充修复，才能真

正做到修旧如旧。”传统民居营造

技艺非遗传承人黄振渭是嘉定检

察院首批“益心为公”志愿者，在嘉

定城墙遗址（西城墙）被破坏公益

诉讼案中，他结合自己 20多年的
文化保护工作经验，提出了 26条
修缮措施，协助属地街镇、文物保

护行政机关制定保护修缮计划，修

缮过程中多次到现场查看，最终让

这段上海目前保存最完整、最长的

古城墙重焕风貌。

今年，为进一步补充专业力

量，上海检察机关与全市 43所高
等院校建立合作，吸纳专业人员

成为“益心为公”志愿者，同时探

索根据相关人员专业背景细分组

建各领域专业小组，确保办案时

专业对口、经历对应、能力匹配。

市检察院在办理某化工企

业非法排污损害生态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的案件中，针对该企业

在污水排口非法安装反冲洗装

置是否存在篡改在线监测数据、

超标排放氨氮、化学需氧量等物

质是否会造成水资源污染等环

境损害问题，邀请“益心为公”志

愿者、同济大学环境工程院教授

杨海真参与专家咨询活动及案

件公开听证会，以专业的论证明

确了企业违法的事实及需要承

担的责任。 渊据上观新闻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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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上海有支 30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
爱野找茬冶更爱这座城市

今年 10月是我国第 15个敬
老月，为此，蓝马甲行动在敬老

月前夕面向全国招募服务队，共

同开展敬老月专项服务。

29省市服务队齐参与

据统计，本次敬老月期间，

全国范围共有超 200 支队伍积
极报名参与到“敬老月———蓝马

甲智慧助老行动”中来。来自浙

江、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 29
个省市的蓝马甲敬老月服务队

共计开展服务超 350 场，覆盖近
3万老年人。志愿者们深入社区，
为老年人提供面对面的智能手

机使用培训，帮助他们跨越数字

鸿沟，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为了便于本次敬老月活动

的顺利开展，蓝马甲行动准备了

内容丰富的助老工具包。志愿者

可以通过工具包中的活动指导

手册、蓝马

甲助老课件

及讲义、数

字生活工具

书、公益小

报等图文并

茂的内容，

生动有趣地

面向老人开

展数字助老

课堂。

在收到

工具包后，

蓝马甲行动

对各地志愿者开展进行了在线

课堂培训，既便于大家尽快熟悉

课程内容，标准化地开展服务，

也鼓励各地志愿者结合自身资

源和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内涵，

创新服务形式。

200支服务队共绘同心圆

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

截至 2024年 10月，蓝马甲行动
已经走进全国 149个城市，联合
100多家地方政府单位、社会组
织、企业等，开展 5万多场活动，
超 4.5 万名志愿者线下“面对
面”服务老人超 156 万人次。此
次参与活动的队伍，既有蓝马甲

的老朋友，也有新面孔。各地的

志愿服务队在活动中互相学习、

彼此借鉴，共同绘就蓝马甲助老

同心圆。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敬老

月的服务身影中，蓝马甲银龄志

愿服务队、新媒体助老志愿服务

队中，有不少 40、50后银龄志愿

者的积极参与。

作为同龄人中的“百事通”，

他们积极投身志愿服务，帮助同

龄人或是比他们年纪还大的受

助者。南阳市启新社工服务中心

调动社区党员参与活动筹备和

实施，退休老党员成为蓝马甲银

龄志愿者。天津市宁河区益达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蓝马甲课堂

气氛热烈而温馨，一部分学习能

力强的老人自发帮助接受稍慢

的老人，形成了“互助小组”。

探索助老常态化新机制

此次敬老月活动也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参

与活动等 200 支队伍广泛建联
生态合作，多地公安、医院、高

校、企业等机构的志愿者们也纷

纷加入活动中来。大家结合日常

工作实际，耐心解答老年人日常

面临的手机使用困惑，切实服务

在智慧助老的“最后一公里”，

在上海，来自支付宝的志愿

者们结合工作实际，教会老年人

如何在线挂号，如何使用医保码

付款结算。在浙江宁波，宁波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心相随”志

愿者联盟发挥自身优势，将蓝

马甲活动与健康义诊结合，用

专业知识解答老年人的健康问

题。在陕西西安，来自西安市公

安局刑侦局的民警们以案说

法，耐心解答老年人提出的问

题，向他们科普面向老年群体的

高发作案场景。

“正是由于大家的共同努

力，拓展了蓝马甲行动的内涵与

外延。”对此，蚂蚁公益基金会蓝

马甲专项基金管委会主任王亦

菲对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表示

由衷地感谢。她说，未来，蓝马甲

将继续探索公益助老的常态化

新机制，“我们将会继续深化‘技

术+服务’的方向，借助 AI Agent
等前沿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更精

准、便捷的服务，让科技成为老

龄社会福祉增长的强劲引擎。”

渊据人民网冤

超 200支蓝马甲志愿服务队开展敬老月活动
3万老年群体参与数字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