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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蓄势聚力·赋能提升
本会开展 2024 年干事培训班暨工作服务研讨会

Cohesion and Empowerment: 2024 Staff Training & Work Services Seminar of 
YMCA & YWCA of Shanghai

在金秋十月的绚丽画卷中，上海基

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至 26 日，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干事

培训班暨工作服务研讨会。本次会议旨

在深化内部交流，提升服务能力，携手

共进，探索新时代下社团发展的新思路、

新模式。本会主要负责同工参与此次培

训，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基督教工

作处许亢处长等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解读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上海市统一战线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成员、上海市社

会主义学院教研部主任刘晖教授，围绕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为主题与同工进

行了深度分享。三中全会不仅是中国经

济改革的关键节点，更为我国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指

明了方向，激发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动力。刘晖教授特别就上海基督

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的定位进行解读，

鼓励本会进一步做好自身规范化建设，

强化担当作为，在新时代背景下，成为

社会融合的推动者，更好履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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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初心，面向未来

许亢处长鼓励大家应不断提升个人

素质，强化团队建设，勇于自我革新，

以积极的态度和专业素养应对挑战，展

现青年会、女青年会与时俱进的精神风

貌。同时，强调了交流合作对于组织发

展的重要性，指出这不仅促进了机构本

身的创新与发展，还为城市的整体进步

贡献了力量。

回顾历史，展望明天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袁烨在总

结发言中提到，“坚持信念，直面需求”

是前行的动力源泉；“以史鉴今，展望

明天”，则是团体自成立以来秉持的理念。

他强调坚持理念的重要性，不论外部环

境如何变化，本会的初心与使命不能动

摇。青年会、女青年会同工必须坚守信念，

勇于面对挑战，将个人的成长作为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

通过不断学习与实践，实现自我超越。

同时，本会将规划合理的职业发展路径，

为每位同工提供个性化的发展空间，让

每一位同工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

的舞台，共同成长。

红色教育：不忘历史，砥砺前行

此次活动中，团队还前往了金山卫

抗战遗址纪念园进行红色主题教育活动，

重温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缅怀历史，

坚定理想信念。活动不仅加深了对国家

历史的理解，更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和责

任感。

（本刊编辑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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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终身学习的理念日益
深入人心，业余教育作为满足人们多样
化学习需求的重要途径，正发挥着越来
越关键的作用。业余教育不仅为个人提
供了提升自我、丰富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也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青少年业余教育更是成为青少年非
智力因素开发和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
然而，就目前情况看，在其发展过程中，
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需要我们深入思
考和探索有效的发展策略。

业余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
是为了拓展兴趣爱好，还是为了弥补正
规教育中的不足，业余教育都能满足不
同人群的特定需求。通过业余教育，人
们可以更新知识结构，掌握新的技能，
对于青少年更成为快乐学习的乐园，在
这里没有成绩的压力、没有说教式的训
导，更多的应该是互动和分享，认识新
朋友，新环境，在智商发展同时情商得
到提升。

然而，目前业余教育在发展过程中
仍存在一些问题。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
配是其中之一。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集
中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而一些偏
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人们获取业余教育
的机会相对较少。此外，课程设置与实
际需求的脱节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些业余教育课程内容陈旧，缺乏实用
性和创新性，无法满足学习者的真正需
求。同时，教学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培
训机构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方法单一，

业余教育发展思考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mateur Education

文 / 吴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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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学习效果。
为了推动业余教育的健康发展，我

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应加大
对业余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在教育资源
相对匮乏的地区，建立更多的学习中心
和在线学习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
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其次，优化课程设
置，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趋势，
开发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课程，让学
生参与式的教育。此外，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也是提高业余教育质量的关键。同时，
要建立健全的质量评估体系，对业余教
育机构和课程进行严格的监督和评估，
确保教学质量。减少教育机构各种不必
要的负担，主管部门的检查、测评重结
果而弱过程，减杂碎重扶持。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充分利用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也是促进业余教育发
展的重要手段。在线教育平台的兴起为
业余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
过网络，学习者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根据自己的节奏和需求选择课程，
实现个性化学习。同时，利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更
精准的学习推荐和辅导，提高学习效率。

业余教育的发展对于个人的成长和
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当前
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需要政府、社
会和个人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推
动业余教育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为构建
学习型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上海
华爱进修学校也将不断创新课程设置和
管理，除了将继续致力于沪语课程的推
广和发展外，还将积极开设更多不同类
型的课程，通过专业的教育方法和优质
的教学资源，为学员提供优质的学习体
验，促进学员全面发展。我们将一如既
往，与时俱进，开创我校教育的新局面，
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使业务教育真正
成为社会发展的加油站。

（作者系本会上海华爱进修学校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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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一直
致力于服务“昨日的青年、今日的青年、
明日的青年”，受徐汇区团区委邀请，
本会自 8 月以来开始参与到城开阡集·汇
社区青年中心的运营工作中。此次合作，
不仅是团体在青年服务方面的延伸和突
破，也是团体探索新的社会服务空间的
大胆尝试。

作为上海市首推的市级人才公寓项
目之一，阡集·汇社区自诞生之日起便承
载着吸引并留住优秀青年才俊的重要使
命。这里，不仅是青年人的理想栖息地，
更是一个汇聚创意与激情的交流平台。
随着大量 35 岁以下青年的入驻，社区逐
渐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小世界，他们
的到来，让这里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无限
可能。

这个空间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
青年人成长平台，它不仅关注青年人群
个人能力的提升，更希望建立一个青年
人才全面发展的社区模式，通过优秀青

年养成计划，促进青年人的全面发展。
经过前期社区调研和访谈，上海基督教
青年会、女青年会以专业社工服务视角，
打造了以“一条主线，三个阶段，四面
维度，五区空间，百场活动”的工作主
导模式，围绕青年人成长的核心议题，
通过多层次的工作阶段、多视角的服务
维度及多融合的空间资源举办一系列活
动。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为了让青年人更
好地融入社区，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和
幸福感，更希望通过项目激发青年人群
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热情。

承载使命，开启新篇章
在充满活力与希望的金秋十月， “青

春榜 YOUNG”汇享精彩·阡集汇社区青
春行动暨汇享青年中心一周年青春市集
热烈启幕。这不仅是一次庆祝汇享青年
中心一周年的盛典，也是一场秋冬季活
动的先行发布会。

活动当日，社区广场化身为艺术的
舞台。从古典优雅的弦乐四重奏到民族

携手今日青年·汇享青春精彩
Join Hands with Today's Youth

Enjoy the Excitement of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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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浓郁的葫芦丝演奏，从动感十足的
舞蹈到神秘迷人的手碟表演，再到青春
洋溢的合唱和古韵盎然的国风走秀，每
个演出都展现出青年群体的多元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表演者本身就是社
区居民，这种接地气的艺术表现方式拉
近了彼此的距离，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
围和社区凝聚力。

这场庆典盛会上，共青团上海市委
员会基层工作部部长葛银锋、共青团上
海市徐汇区委员会副书记张海、上海基
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袁烨等多位重要嘉宾
悉数亮相。

随着演出告一段落，人们纷纷移步
至精心布置的市集互动区域。秋冬热饮、
魔术互动、二手集市、国风非遗手工漆扇、
宠爱之友照相馆、中医义诊区……让住
在这里的年轻人目不暇接。这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聚
会或娱乐，它更像是一个窗口，展示了
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
他们在忙碌生活中寻找平衡、享受文化

滋养的能力。在这个傍晚，每个人都成
为了故事的一部分，共同编织着属于他
们的青春篇章。

十月下旬以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
女青年会在青年中心共举办了 10 余场精
彩纷呈的活动，涵盖了艺术创作、身心
锻炼等多个领域，吸引超过 300 人次的
参与。其中，在向社区青年呈现一场聚
焦青年发展的艺术与心理探索系列活动
中，戏剧沙龙首当其冲，融合身体训练、
创意想象、声音技巧及剧本演绎，打造
全方位表演艺术课堂。步入十一月，零
基础合唱、情绪健身与心理疗愈相继登
场，辅以绘画解析、沙盘游戏等创新形式，
深度挖掘个体潜力，强化身心健康。此
外，更有睡眠优化与正念减压项目，全
面关照现代青年的生活品质与精神需求。
这不仅是技艺精进的平台，更是心灵成
长的空间。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行，是青年活力
的生动写照，也是社区和谐共建的典范。
让我们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青年服
务，加强社区建设，共同绘制一幅幅绚
丽多彩的未来画卷！

（本刊编辑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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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行动·点亮记忆之光
“记忆橡皮擦”认知障碍知识科普项目

Lluminate the Light of Memory
The “Memory Eraser” Cognitive Impairment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Project

根据上海民政 2024 年 07 月 05 日发布

的《2023 年上海市老年人口、老龄事业和

养老服务工作综合统计信息》数据显示，上

海目前 60 岁以上户籍人口为 568.05 万，占

比 37.4%。按照国际老龄化程度划分，上海

已经率先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同时，老年

人心理关爱数据显示，申城社区老年人的认

知障碍患病率为 4.63%-6.5%，而认知障碍

前的风险人群占比约 15%，结合国际经验

比例推算，认知障碍患者数量全球最多，未

来患病人数将翻倍。

为此，国家层面由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 年）》（以下简称《行动》），根据《行

动》的要求，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群老年痴

呆患病率增速要下降。2020 年 9 月 11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了《探索老年痴

呆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到 2022 年，

社区（村）65 岁以上老年人认知障碍知晓

率与筛查率达 80%。为此，上海于 2023 年

9 月出台《关于开展上海市老年认知障碍防

治促进行动的通知》，通知指出：通过促进

行动，积极引导老年人树立主动管理脑健康

的理念，在全社会营造积极预防老年认知障

碍的社会氛围，不断提高公众对老年认知障

碍知识知晓率。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多年
来关注社区长者的身心健康及养老需求，
从“老龄化社会”的大环境出发，通过
前期对于宝山区、浦东新区、闵行区等
部分街镇的社区日间照护中心、养老机
构等实地的探访中，发现：社区居民尤
其是长者（70 周岁及以上），对于认知
障碍疾病的知识匮乏，并有部分长者出
现“讳疾忌医”，认为只是“年纪大了”、“记
性不好了”等等；同时，部分已确诊的
病患家属，缺乏相关有效的照护知识或
介入知识，缺少有效的应对“情绪问题”
的方法，缺少照护者正向情绪支持等。
同时根据调研也发现，在机构养老的长
者，由于社交环境相对封闭，日常接触
人员较为固定等原因，使得长者的沟通
交流能力衰退较快，社交互动范围比普
通长者有较大的局限性。

因此，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
会希望通过三年时间，在浦东新区沪东
新村街道、闵行区七宝镇、宝山区顾村
镇开展“记忆橡皮擦”认知障碍知识科
普项目。该项目由本会发起成立的上海
华爱公益基金会执行，以认知障碍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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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正常衰老与认知障碍的不同、社
区康健活动等内容，开展社区认知障碍
知识普及服务，提升公众对于认知障碍
的知晓率，关注自身精神健康，消除“病
耻”感。也将在养老机构开展社交互动
活动，增加长者的社交互动，延缓长者
远期记忆及沟通交流能力。

9 月 21 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中，“记忆橡皮
擦”项目分别在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
闵行区七宝镇、宝山区顾村镇开展了大
型科普活动，吸引了百余名当地居民积
极参与，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预防、识
别及应对认知障碍带来的挑战。

活动现场精心安排了丰富多样的体
验环节，“现金市场”、“蒙氏衣架（脱
穿衣）”、“走迷宫”等一系列趣味十
足的等互动摊位游戏，趣味性与实用性

相结合，有效提升了居民对日常生活中
认知能力锻炼重要性的关注。社区文艺
团队的精彩合唱赢得了阵阵掌声，不仅
为现场增添了欢乐气氛，也向市民们展
示了坚持个人爱好对维护认知功能的重
要作用。

项目组还邀请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
心的医疗团队，在活动现场开展义诊服
务，为市民们提供了老年疾病及认知障
碍相关的咨询和初步诊断，他们耐心地
解答居民们的各种疑问，并给出了极具
针对性的建议和指导，让居民们对自身
的认知健康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此次“记忆橡皮擦”科普活动不仅
成功传播了认知障碍的相关知识，也为
构建和谐健康的老龄化社会做出了积极
贡献。未来，我们将继续推进“记忆橡
皮擦”项目持续开展，提升社会公众对
于认知障碍疾病的知识了解，消除社会
公众对于认知障碍疾病的“病耻”感，
积极筛查，科学防治，为长者晚年生活
点亮一束光芒。

（本刊编辑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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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Exchanges 海外交流

友好·交流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赴横滨基督教青年会访问交流 
Friendship and Exchange: Visit to Yokohama YMCA

上 海 与 横 滨 自 1973 年 以 来 缔 结
友好城市关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与
横 滨 基 督 教 青 年 会 于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初亦成为友好伙伴青年会。今年是横
滨 基 督 教 青 年 会 成 立 140 周 年， 作
为 唯 一 受 邀 出 席 的 海 外 青 年 会， 会
长 方 俭、 总 干 事 袁 烨 等 一 行 赴 横 滨
基 督 教 青 年 会 开 展 访 问 交 流 活 动。

此 次 交 流 对 双 方 而 言， 是 一 次 重
要 的 机 构 间 交 流， 为 双 方 进 一 步 开
展 友 好 合 作、 提 升 社 会 服 务 专 业 水
平、 推 动 民 间 和 平 往 来 奠 定 了 基 础。

横滨基督教青年会对于此次出访高
度重视，会长工藤诚一先生与总干事

佐竹博先生全程陪同，带领参观了横滨
基督教青年会的多个服务场所。访问交
流团一行共同见证了横滨基督教青年会
140 年来的辉煌成就，了解了横滨青年
会近年来社会服务的发展，也增进了我
们对日本养老公共政策及措施的认识。
同时在此次交流中，双方缔结了友好协
议，为双方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并就一些具体事工服务达成合作意向。

（本刊编辑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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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形势下专业持守的进击之路
——给前线社工的一封信

 The Way Forward for Professional Holding in the New Landscape 
A Letter to Frontline Social Workers

文 /马兆珍

各位亲爱的一线社工：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的

变化，我相信身处其中的你我一定也能
感受到冷暖交织的滋味，我们团体在过
去的一年里，也在这个变幻不居的大环
境里艰难航行，有风平浪静的坚守，也
有迎风破浪的搏击前行。在新的发展形
势下，我们探索企业赋能（俗称营商）
寻求破题之道，我们积极应对财政支撑
大幅度压缩的服务持续的诸多可能，我
们千方百计寻求合作与资源整合，共克
时艰，参与推动社会的有序发展，每一
份点滴努力中，都闪现着我们大家同舟
共济的身影。

在时下如此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

更需要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为此苦
苦坚守的团体的理念和定位是不是还牢
记在心？“服务社会，造福人群”是我
们归属于这个团体共同的约定和共识，
无论时代和形势如何变化，这份约定和
共识都没有改变。在时下挑战性十足的
环境中，社会服务的需求不是减少了，
而是转换了其他的表现和表达形式继续
显露出来。正在慢慢老去的人群的服务
需求从老年茶室的粗放型社交已经转为
电子产品盛行时代的安全与网络属性社
交的升级版；群居的人才公寓男女的需
求回应已经从“投放式”转变为“共创
式”。我们如何以敏锐的视角和灵敏的
手法来造福需求不断变化的人群，是一
个我们需要细细思量和用心斟酌的课题。
我们一直说华爱是团体开展社会服务的
一个副牌，主业根基牢不牢，决定了副
牌走的远不远，而华爱社会服务的精彩
不精彩，反过来也会作用于团体主业的
深耕与枝叶茂盛，这是需要我们时时清
醒的定位的思辨。

在艰难前行的路途上，我们的专业
持守还有力量吗？这也是经常在最艰难
的时刻会摇曳我们内心的“心魔”。专
业的持守是会很辛苦的。从踏进社会工
作专业之初的不被理解，不被接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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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多年的社会工作的春天依然在春寒
料峭中难寻踪迹，乃至于大社会工作格
局的型塑中的角色混乱，都会给我们社
会工作专业的持守带来不小的困惑和挑
战。专业持守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凭籍，
我们的小伙伴把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和
思考融入到行政管理和团队带领中，把
社会工作专业在认知症预防及其生命教
育的领域进行运用和延伸，在自闭症等
特殊人群领域中扮演社会工作的人群赋
能角色，乃至于服务白领人群中彰显出
社会工作专业的心理介护及其社会网络
支持的有效性。这些实实在在的服务实
践，都在无声地叙述着专业坚守的力量
所在。由此而兼及的项目管理的专业化
运转、项目策划的专业化演绎、人力资
源激发的专业化运用都在影响着我们在
面对困难局面时依靠专业、发挥专业、
持守专业的价值判断和行动站位。

在奋力前行的探索中，我们的转型
性发展、贯通性发展、合规性发展的意
识还够强烈吗？也是拷问我们每一个人
的时代之问。时势变了，我们因应变化
而主动转型、积极转型的探索的脚步有

没有迈开？当财政对社会服务的兜底政
策式微后，我们主动求变，无论是规模
收缩还是阵地的转移，都是我们转型性
发展的一个尝试。社会服务的开展不是
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世外桃源”，需要
我们广泛地联结资源  、打通服务割裂化
的边界感，联动教会、其他基金会、海
内外同行的经验和资源，把人为的区隔
整合起来，贯通服务内容和服务人群的
系统性变革，推展我们的新的服务样态。
合规性发展是要求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
不是蛮干，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而
是要立足我们团体自身的使命追求，依
据党政部门的指导、合规合理、契机契
理地推陈出新我们的服务项目，这也是
我们在探索中应有的态度和意识，保障
我们的服务探索行稳致远。

以此，与每一位小伙伴共勉，在新
形势下寻求专业服务进击之路上共同加
油努力。

（作者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
事、社工部主任）

Social  Workers  Mai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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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结艺：穿越时空的指尖传承
非遗结艺，传承之美针，9 月 6 日下午，

本会馨佳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馨佳园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内，一场别开生面的
非遗结艺手机绳制作活动，如一缕清风，
拂过每一位参与者的心田。活动现场，
气氛热烈而温馨。非遗结艺传人宋老师，
一位技艺高超、经验丰富的艺术家，以
生动的语言和娴熟的技艺，引领大家穿
越历史的长河。从“结绳记事”的古老
传统，到今天精致绝伦的结艺作品，每
一步都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宋老师不仅讲解了非遗结艺的历史渊源，
更亲自示范了盘长结、双联结、如意结
等传统结艺的制作方法，每一根线、每
一个结，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和情感。

九九重阳·木艺传情
本会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开展

了“原木鹿角小木凳 DIY——木艺体验”
特色活动在上海，共吸引到 21 位社区居
民参与。经验丰富的木艺老师为大家详
细介绍了木材的种类、特性以及各种木
艺工具的使用方法，经过一个小时的辛
勤劳动，每个人都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原
木鹿角小木凳。这些小木凳不仅仅是一
件件手工艺品，它们承载着长者的努力
和情感，是与木材对话的见证。

岁月留声·光影记忆
本会淮海社区生活服务中心“耆老谐

乐”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笑口常开度重阳”
重阳节观影活动，观赏国庆上映新片《爆

款好人》，在让社区长者能够在欢声笑
语中结伴同行共度重阳佳节的同时，亦
在电影中审视其社会现象中的映射，将
部分网络问题用诙谐幽默方式呈现给老
年群体， 在网络购物、直播等领域提高
防范意识。   

亲子时光·文化探秘
10 月 13 日，本会石门二路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开展“亲子时光·文化探秘”探
秘石窟主题活动，与亲子家庭共同开启
一段关于中国古老艺术瑰宝的奇妙旅程。
主讲老师用其深厚的专业底蕴和极富感
染力的教学方式，引领着大家步入了一
个由石头雕刻出的辉煌世界。从细腻入
微的壁画到气势磅礴的雕塑，每一处细
节都在诉说着历史的故事，每一道线条
都在传递着先人的智慧与情感。孩子们
的眼眸闪烁着求知的光芒，家长们则成
为了最好的同行者，一起解读那些跨越
时空的信息，感受着那份沉淀千年的文
化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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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构筑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的基磐
The Blueprint of YMCA & YWCA of Shanghai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是有着百多年历史的社会服务团体，百多年历程赋
予了团体厚重的使命感。在新一届理事会的带领下，我们始终依靠政府各部门的支持，
围绕政府提出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目标，大步向前，在服务中彰显信仰，在信仰中见
证成长。

团体将不断提升自身专业化服务水平，构建学习型团体，不断开拓视野、增强能力，
提升同工创新能力与凝聚力，追求真理，勇于筑梦，使团体自身在新的社会浪潮下稳
步前行。

团体将肩负责任，全心依靠会员、志愿者的参与，将志愿者运动的推动和发展与
团体的生存联系起来，让会员切实在团体中找到家与生命的归属感。进一步发挥理事
会作用，使理事会成为团体最坚实的后盾，也让团体成为每一个人的骄傲。

团体将不忘初心，坚持“公益、爱心、和平、平等”的原则，把 “非以役人，乃
役于人”、“尔识真理，真理释尔”牢牢植入在团体每位成员的心里，活出耶稣的样式，
以生命影响生命。 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及时发现“昨日青年、今日青年、明日青年”
的新需求，提供全人服务， 开拓更多的服务项目，拓展更大发展空间，实现新作为、
新担当。

团体将不遗余力，盘活广泛的海外交流资源，服务国家对外交往的战略，成为传
递正能量的一座桥梁，打开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扇窗户，主动参与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
为推动区域和世界和平尽到团体的本分。同时进一步培养同工国际视野，学习引进国
际上先进的社会服务理念和方法，坚持合作与发展，保持开放的心态、合作的姿态、
时尚的状态，为实现“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而共同努力。

新起点，新目标。
我们不问顺逆，坚定坚信，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满怀爱心、勇于担当、彰显信仰、

展现专业，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服务社会   造福人群

青年会、女青年会本部
西藏南路 123 号
63308006

罗山市民会馆
63308025

朱家门长者日间服务中心
莱阳路 451 弄 20 号
33788087

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蒙自路 223 号
63050864

石门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康定东路 85 号
52135722

广西北路综合服务中心（会员服务）
广西北路 158 号 16 楼
63609544

馨佳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潘广路 1445 号
56180072

七宝社区华爱长者照护之家
宜山路 2271 号
54435961

淮海社区生活服务中心
复兴中路 1号申能大厦 208 室
63287219

小东门社区华爱托育园
中华路 707 号一楼
63771920

都江堰华爱青少年服务中心
都江堰市彩虹大道南段 935 号
028-61723105

都江堰市幸福街道彩虹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都江堰市凤邻路 68 号二楼
028-89735121

社区服务中心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