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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区以资源系统集成促民生改革出圈

建设“学生驿站”打造学生候车“安全岛”
通讯员 朱维超 郑钰

破解建设难题
“小切口”撬动“大民生”

推动“学生驿站”嵌入未成年
人保护、农村教育提质、新时代文
明实践等工作大局，统筹文明办、
团委、妇联、教体、工会、统战等各
方力量，以镇街为单位，制定全区
学生驿站建设总体计划，累计建成
369处，联结200多辆校车、382条线
路、47所中小学校，服务学生近8000
名，实现全区偏远农村全覆盖。

一是科学选址“兼顾好”。教
育、交通、国土、规划、公安等部门
联合组建摸排小组，按照“安全第
一、因地制宜、就近便利、按需配
置”的原则，充分兼顾上下车安
全、学生比例、覆盖范围、活动空间
等因素，严格筛选点位，找准科学
布局最优解。二是个性设计“颜值
高”。实行“儿童友好”设计风格，驿
站外观采用色彩鲜亮的橘色，顶部
加挂“学生驿站”铭牌，外部设置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等公益广告。学生驿站不
仅仅成为孩子求学路上的“避风港
湾”，更是成为美丽乡村建设中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三是统一配备

“功能实”。坚持“给孩子用的就是
最好的”，按照“六位一体”模式打
造，统一配备小方凳、饮水机、图书
角、电子屏、空调、高清监控，保证
候车学生“渴了能喝水、热了能乘
凉、冷了能取暖、累了能休息”。

破解资金难题
“小驿站”产生“大流量”

坚持“大家的事情大家办、不
用财政一分钱”，依托区慈善总会
设立专项基金，采取众筹方式进
行爱心募捐，推动学生驿站成为
广泛参与的群众性公益活动，累
计募集资金402万元，彻底摆脱

“财政包办”的筹资路径。
一是项目化运作。将“学生驿

站”列为“为小”志愿服务项目，立
足公益属性，由区志愿服务会联
合会组织实施，招募“慈善合伙

人”，对项目建设模式不搞“一刀
切”，利用村级办公场所、租用路
边民房、购置移动板房等多种方
式，设置候车固定场所，做到因地
制宜、一村一策。二是社会化引
导。充分发挥“宣传也是生产力”
的重要作用，通过“一件事影响一
群人”，推动正能量实现大流量。
累计密集式、多手段刊发各类报
道450余篇，央媒和省媒发稿16
篇，推动“学生驿站”火爆出圈。宣
传片《学路漫漫，爱心相伴》点击
量超过20万，短视频《莱芜，一座
充满爱和温暖的城市》点击量超
过35万。三是多元化激励。坚持专
款专用、善款善用，每天公开发布
捐款明细、资金使用方向、物资采
购配备情况等，相关部门定期组
织捐款单位、个人现场实地查看，
确保全过程“公开、透明”，随时回
应社会各界关切。同步建立完善
激励荣誉体系，不搞硬性摊派，严
格资金管理，采取冠名建设、颁发
证书、社会公示等多种形式，让每
一份爱心具体可感、每一分资金
清晰合规。

破解管理难题
“小阵地”发挥“大作用”

突出学生驿站建设成效长久
持续，明确专人管理，激活阵地属
性，丰富驿站集成利用功能，变“学
生驿站”为“学习驿站”“地标驿站”。

一是拓展功能形态。聚焦学
生成长成才，依托“学生驿站”，开
展“5个1分钟”项目，即“1分钟宣
讲、1分钟科普、1分钟新闻、1分钟
保健、1分钟阅读”，满足学生短时
需要，助力全环境立德树人。二是
拓宽服务边际。针对留守儿童假
期无人照看、无人陪伴的问题，驿
站提供公益性托管服务，由党员
干部、教师志愿者和大学生志愿
者，免费为孩子们开展作业辅导、
兴趣培养、亲情陪护等服务活动，
填补“关爱空白”。三是拓维品牌
内涵。在保证学生候车正常使用
的前提下，策划开展适宜乡村群
众的理论宣讲、健康讲座、休闲聚
会等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完全实
现“取之于民、更用之于民”。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
力。近年来，莱芜区坚持问题导
向，持续深化民生领域改革，聚
焦部门条块分割、资源力量分散
等瓶颈制约，统筹推动资金整
合、力量汇合、工作融合，创新推
出“学生驿站”，彻底解决农村校
车“候车无所”问题，既回应群众
期盼“痛点”，又畅通民生建设

“节点”，受到广大学生家长和社
会各界一致好评，被誉为“放心
驿站”“爱心小屋”。

“学生驿站”彻底解决了农村校

车“候车无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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