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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个公益项目、5000多万元的捐

款和物资，受益人数不计其数。一个人

的力量能有多大？金裕龙用实际行动

告诉世人，想定了就去做，力量可以无

限大。今年74岁的金裕龙为人和善，除

了上海开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的身份外，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标签

——首届松江区“慈善之星”特别奖获

得者。数十年来，他通过切切实实的善

举，诠释了一名优秀企业家的高尚情怀

和大义担当。

捐资助学践行少时志向
松江学生或许不知金裕龙是何

人，但提起松江二中的“开天馆”、松江

一中的“逸夫楼”，几乎人人知晓，这两

栋教学楼都受益于金裕龙的资助。除

此之外，他还为其他多所中小学、幼儿

园提供过资助。对于公益事业，金裕

龙投入了巨大精力、心血和财力，而要

探究他对教育行业如此“偏心”的原

因，要追溯到他的学生时代。20 世纪

60 年代，金裕龙以优异成绩被当时松

江首家试点五年一贯制中学——松江

一中录取。但适逢三年困难时期，与

他同期的 6 个班约 360 名学生，三年后

因辍学只剩下了三分之一，辍学者中

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家境贫寒。“饭都吃

不上，谁还管读书呢。”回忆起往昔，金

裕 龙 依 旧 唏 嘘 ，他 是 辍 学 者 中 的 一

员。正因如此，他立志今后一定要资

助贫困学生，尽力扶持教育事业，“知

识改变命运，多少学生的梦想被现实

打败。”

金 裕 龙 从 未 忘 记 少 时 的 志 向 。

2007 年，他为松江二中捐资建造了“开

天馆”，又捐款 60 万元设立了德育基

金，学校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德育教

学科研活动都得益于此，松江二中还

获评了首批上海市行为规范学校。学

校两名教师荣获上海市德育先进工作

者称号，有学生救助晕倒路人被市级

媒体表扬，80 多名学生自愿加入中华

骨髓库……这一切让他明白，一切付

出都是值得的，也正是受他的影响，越

来越多的人走上了公益道路。他的母

校松江一中自然是他助学兴教的重点

对象。除了“逸夫楼”、综合楼，他建立

的爱心助学基金和奖学金、学杂费减

免制度，共计 500 多万元，为贫困学生

解决了后顾之忧。

着力培养少年儿童素养
金裕龙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兴趣

引领未来、品德成就人生。从 2017 年

起，他将目光投向了少儿童趣的培养，

率领开天集团开展“蓝天下的蒲公英”

系列助学项目。每年，他定向捐赠25万

元，为浦南七校低保、低收入、边缘困难

家庭的学生提供持续性课业辅导。该

项目除了有辅导课外，还增加了兴趣拓

展、职业体验等课程，帮助学生提高综

合素养，引导他们接受多元教育，促进

他们健康成长。两年间，611 名受助学

生中，有 95.5%的学生单科成绩有所提

高，89 名学生通过参加“舞悦人生”“青

出于‘篮’”“雏鹰之旅”等子项目，开阔

了视野，自主学习、快乐学习、互促互进

的内驱力也得以激发。

2019 年 5 月 3 日，来自古松学校的

15 名困境学生登上上海保利大剧院的

舞台，表演舞蹈《飞得更高》。鲜有人知

道的是，这些孩子半年前还对舞蹈不甚

了解，是从零基础开始舞蹈训练的。当

他们站上舞台演绎半年来的学习成果

时，生动的表演引来了阵阵欢呼，孩子

们享受着这美好的一刻，满脸都是自

信、愉快的笑容。而台下的金裕龙心里

更甜蜜，他说：“那份快乐好似自己年少

时坐在教室里，捧着书，心无旁骛地阅

读时得到的满足。儿时未完成的读书

梦，孩子们替我完成了。”

不忘乡情助力农村发展
1994 年金裕龙被建设部评为劳动

模范，还先后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质量先进

个人、上海市优秀质量管理推进者……

所获荣誉不计其数。但作为一名土生

土长的农村人，金裕龙时刻提醒自己，

不能忘根、忘本。他的内心有着浓厚的

乡村情结，为农村、农民做点什么是他

多年来的夙愿。

在得知泖港镇曹家浜村集体经济

薄弱后，金裕龙便着手为村民谋福利，

主动提出实施帮扶计划，由区政协牵

头与曹家浜村党组织签订了结对共建

协议。于是，一批广受好评的公共设

施陆续出现在了村民们的家门口。“以

前看戏看演出，我和老伴要走一个小

时到邻村，现在家门口也有很好的场

所了。每天饭后我都到村里的小花园

里转转，去健身的地方活动一下筋骨，

感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泖港镇曹家

浜村年逾七旬的方伯伯对村里的文化

活动室和健身场所赞不绝口。连同水

槽、炉灶、桌椅碗筷、消防设施等一应

俱全的公用厨房，也是金裕龙助推的

成果。

对此，金裕龙认为自己还可以做

得更多。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为

农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是应该的。”

近年来，他还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善

曹家浜村的村容村貌、道路建设、排污

设施维护、普法宣传和帮助困难群众

就业等实事项目，并在每年春节、“七

一”等重要节日，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群

众。通过商贸型招商引税的方式，他

为曹家浜村带来了 200 万元的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

渔”，金裕龙所做的远比一次性捐款、

捐物更有实际意义和长远的社会效

果。曹家浜村实现了从传统农村向新

型农村的成功转型，先后获评“全国民

主法治村”“上海市整洁示范村”“上海

市文明村”等殊荣。

本期话题：您或身边的亲友平时会驾乘非机动

车出行吗？您了解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上

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新增了哪些规定吗？

如何看待驾乘非机动车不戴头盔、长按喇叭、不规

范停车、不礼让行人等不文明交通行为？

读者严卫民：《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乘人员应当使用安全带。

这么多年普及下来，现在几乎人人上车都会主动系

好安全带。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非机动

车安全管理条例》明确，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坐

人员应当佩戴头盔。根据调查，在与电动自行车驾

乘人员有关的交通死亡事故中，绝大多数驾乘人员

都有颅脑损伤的身体损害。而戴安全头盔可使受

伤比例下降70%，死亡率下降40%。驾乘非机动车

时佩戴头盔非常重要，切记切记！

读者俞洁：今年夏天，我因为骑电动自行车没

有戴头盔而被交警罚款30元。虽然金额不大，但是

交警顶着烈日给我科普了很久驾乘非机动车时的

安全知识，还让我把展板上的宣传资料好好学习了

一遍，从此我就长记性了。现在自己都会自觉戴上

头盔，因为戴头盔是用来保命的，不是用来逃避交

警处罚的。

网友嗯呐嗯呐：5 月 1 日起，《上海市非机动车

安全管理条例》施行后，大家都认识到了佩戴头盔

上路的重要性。但对于如何佩戴头盔，还需要加

大宣传力度。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哥哥，

头盔完全戴在了后脑勺上，万一发生事故时他的

额头着地就非常危险了。另外一点就是规范头盔

的生产标准，确保市售的头盔质量都是合格的。

建议消费者在挑选头盔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头

盔上是否标有符合国家3C标准（中国强制性产品

认证）的字样。

网友一颗柠檬：半年来，看到越来越多驾乘电

动自行车的人员戴起了头盔，特别是外卖员、快递

小哥。其实他们是电动自行车事故的高危人群，但

是一直忽略了自己的安全，以前很替他们捏把汗。

好在现在他们都开始重视了，听一名快递行业的朋

友说，公司要求他们接单必须戴头盔，否则就要扣

钱，所以他们现在的佩戴率已经接近100%了。

记者 张小小 整理

下期话题征集：文明用餐

餐桌文明不仅体现着一个人的素养，更是城市

文明程度的标志。当下，为培育健康生活新风尚，

弘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很多餐饮经营企业推行

公筷公勺，营造文明用餐氛围。同时呼吁更多市民

成为文明行动的实践者、文明风尚的传播者，合理

消费、文明用餐。请您围绕“文明用餐”这一话题，

结合在就餐时看到的实际情况，谈谈您的想法和建

议。投稿邮箱：wmsjdjt@126.com

文明实践大家谈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请问你们接受捐书

吗？我家中有许多书想把它们捐赠出去。”近日，小

昆山镇图书馆接到市民李先生来电。经过工作人

员上门查看、收集、整理、分类等流程，最终李先生

如愿以偿，成功捐书300多册。

据了解，小昆山镇市民李先生全家都酷爱读

书，并热衷于收集各类图书。李先生表示，最近正

考虑搬家，整理出来几大箱书实在带不走了，又不

愿意贱卖掉。“能够捐给图书馆是最好的，这些都是

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专业图书，希望能给热爱阅读、

享受阅读的市民带去更多知识。”李先生说。经工

作人员拆箱检查，共整理出300余册图书，内容涵盖

科普、法律、文学名著、设计学等几大类。

记者在小昆山镇图书馆里看到，由于暂时还未

录入系统，李先生捐赠的书还临时放置在同一个书

架上，占了满满4层。

另据了解，小昆山镇图书馆目前拥有约 3.5 万

册藏书，分成人借阅区和儿童借阅区，平日里前来

阅读报刊的老年读者较多，周末则以亲子家庭为

主。图书馆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日的 8时 30分至

11时和 12时至 16时，借阅系统与区图书馆资源共

享，图书馆提供异地还书服务。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做志愿者很快乐，心态好了，身体

也更健康了。”作为方塔园的一名爱绿护绿志愿者，肖凤玲已

经在这里守护了十余年。2018年，肖凤玲被聘为方塔园“市

民园长”，去年，她还荣获了上海市“十佳市民园长”称号。

肖凤玲退休后一直热心于志愿服务工作，每天吃过早

饭，她都会准时到方塔园报到，就连春节也不例外。“已经习

惯了每天都来，不来就感觉哪里不对。”肖凤玲笑着说。去

年，肖凤玲的丈夫突发疾病去世，料理完后事后，她很快又

回到了志愿服务的岗位上，她说：“在家闷着难受，还不如让

自己忙起来。”

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肖凤玲碰到过形形色色的人，应对

过层出不穷的情况，她总是既讲究沟通技巧又坚持原则。方

塔园内有许多古树名木，一些来此晨练的人常借助树木做拉

伸运动，还有的人锻炼时会用背撞古树。每当遇上这样的人，

肖凤玲总是非常客气地跟他们讲道理。“我会告诉他们古树名

木是受保护的，这样做可能会对树木造成伤害。基本上他们

都会听从劝告。”肖凤玲说。遇到个别不配合的游客，她也会

坚持原则。“有一次，一名游客既不出示健康码，又不戴口罩，

故意不遵守游园规定，最终我们把他劝走了。”肖凤玲说。

为游客量血压，不定期组织插花、剪纸活动，带教大学

生志愿者，方塔园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都有肖凤玲的身

影。上海方塔园主任胡秀红说：“她这么多年坚守在这里，

真的把方塔园当成了第二个家。”

身兼多职的肖凤玲还是岳阳街道市民巡访团成员，每个

月都会在小区里检查垃圾分类、楼道卫生等情况。此外，作为

区老年体育协会副秘书长，肖凤玲还要负责对接各个街镇老

年活动项目的开展情况和比赛事宜。

近年来，我区志愿服务体系逐步完

善，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志愿服务活动

形成规模，志愿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志愿

服务热潮蓬勃兴起，广大志愿者和志愿

服务组织整体素质全面提升。为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推动

志愿服务内涵建设，特举办2021年度松

江区“志愿者文创设计大赛”。

一、征集时间

2021年11月—2021年12月底

二、作品征集

1.征集对象：各类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市民、院校师生、专业的艺术

设计机构、艺术设计团体以及社会上

艺术、设计行业相关从业者等均可报

名参加。

2.征集主题：本次志愿文创产品大

赛作品设计内容以松江区志愿服务为

主题，通过手绘稿或电子设计稿的形

式，展现志愿服务精神，讲述志愿服务

故事。

3.作品要求：

（1）志愿文创产品要求实用性强，

易开发应用，符合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消

费习惯和方式，具有较好的形象延展

性，可应用于相关媒体宣传及产品开发

制作，体现“科创、人文、生态”的现代化

新松江特色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

（2）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不得借

用和抄袭他人创意作品，不得侵犯他人

权利。

（3）提交作品禁止一稿多投，必须

具备完整的知识产权。若有抄袭等侵

权行为，将取消其参加比赛和评奖的资

格，如已评奖结束则将奖金、奖品追回，

产生侵权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参赛者

承担。

（4）作品以图片形式发送至指定邮

箱，图片内容应包括作品名称、平面图、

效 果 图 或 3D 建 模 图 ，精 度 不 低 于

300dpi，单幅图片大小不超过5M，系列

组图不超过 25M；所有参赛作品附不

超过 200 字的作品说明，阐述作品亮

点、创意、文化等信息。

4.征集方式：

个人自荐和机构选送。鼓励全区

各街镇、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广大艺

术创作工作者及各艺术院校师生、各广

告公司及其他个人和社会团队等积极

自荐参赛。

5.报送方式：

参赛者填写报名表后，将报名表及

参赛作品文件打包至一个压缩文件内

提交并以“参赛类别+作者姓名（或团

队名称）+所属单位+联系方式（手机）”

为邮件主题发至指定人邮箱。

报送时间：2021 年 11 月 15 日—

2021年12月31日

联系人：沈烨

联系电话：021-37635991
邮箱：shsjzx80@126.com
三、作品评选

1.初评阶段

时间：2022年1月

组建专家评审组，对所有参赛作

品进行初审，评审组筛选出入围作品

予以公布。初评结果将在“上海松江”

客户端组织网民投票评选“我最喜欢

的志愿文创产品”，最终评选出“最具

人气奖”作品。

2.终审阶段

时间：2022年2月

终审由评审组结合网络投票情况

共同讨论评定，最终评定获奖作品，终

审结束后将进行公示。

3.成果展示阶段

届时将对获奖的作品予以宣传展

示推广，并为大赛获奖者颁奖。获奖作

品将通过融媒传播、线下大型活动、文

创产品展示及制作发放等方式进行展

示推广。

四、奖项设置

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

奖 6 名、最具人气奖 10 名，分别给予

6000、3000、1500、1000 元奖励；设组织

奖若干，对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发奖牌

（证书）。

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

委会。

参赛获奖者领取证书表示同意将

获奖作品的所有知识产权转归大赛主

办方所有。

参赛者可

扫描二维码下

载“2021 年松

江区志愿者文

创设计大赛报

名表”。

搬家了不愿意贱卖它们

小昆山一市民向
镇图书馆捐书300册

儿时的梦想是他一辈子的牵挂
——记首届松江区“慈善之星”特别奖获得者金裕龙

□记者 张小小

把方塔园当成第二个家
——记上海市“十佳市民园长”肖凤玲

□记者 王红霞

2021年度松江区“志愿者文创设计大赛”启事

李先生捐赠的部分图书。 记者 张小小 摄

肖凤玲正在方塔园做志愿服务。 记者 王红霞 摄

志愿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