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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到社区，中间需要横

穿两条车流滚滚的马路，经过一

个公园，路过数家餐饮娱乐场所，

无论如何，范女士也不敢让年仅

六岁零三个月的儿子放学后独自

一人前往社区“四点半课堂”。“我

宁愿早点下班，也不敢让孩子冒

这样大的风险，”她说。

由于“四点半课堂”的活动场

所是社区提供的闲置屋舍，因此，

绝大多数社区“四点半课堂”距离

孩子们所在学校还有一定的距

离。尽管社区“四点半课堂”成立

的初衷是为放学后无处可去的孩

子提供一个安全活动的场所，但

是学校与社区之间，路上监管的

真空，还是让家长们无比担忧：路

上出了意外怎么办？网吧这么

多，禁不住诱惑怎么办？家长们

实在是难以“撒手不管”。

担忧路上安全，家长难“撒手”

曾经门庭若市，如今门可罗雀

社区“四点半课堂”为何叫好不叫座？
原因错综复杂：师资力量匮乏；社区怕担责任；家长担心安全

自2010年以来，“四点半课堂”在合肥各社区几乎一夜之间
“遍地开花”。不用出社区，就有人义务帮忙看管孩子，辅导作
业，甚至还能学点剪纸、乐器、泥塑等技能，这让长久以来备受
“接娃难”困扰的双职工家长看到了希望。

5年后，记者探访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社区“四点半课堂”，
现在却门可罗雀；曾经志愿者排队上岗，现在甚至找不到一个看
管老师……“四点半课堂”为何后继乏力，叫好不叫座？社区志
愿服务又如何能运行长久呢？

本报记者

“缺少老师，”这几乎成为

困扰所有社区“四点半课堂”的

一个难题。下午三点多，合肥

市骆岗街道包河花园社区工作

人员打开了“四点半课堂”的大

门。“今天志愿者老师有事，要

晚一点才到，”社区工作人员表

示。从最初的五六名志愿者轮

流上岗到如今仅剩一名长期坚

持在岗的志愿者，包河花园社

区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帮忙

开门，照看小孩。“毕竟志愿者

是免费的义务劳动，况且都还

是在校学生，面临毕业，总有些

事情需要处理，不能苛求，”社

区工作人员如是说。

志愿者流失，师资力量的

匮乏，导致了孩子们在这里完成

作业接受辅导的“心不在焉”。

很多抱有“义务辅导功课”目的

前来的家长失望离去，转而投

向商业教育辅导机构的怀抱。

志愿者流动性大，师资力量匮乏

合肥市滨湖和园社区是回

迁小区，2010 年，社区成立了

“读书郎俱乐部”，这是“四点半

课堂”的雏形。2011年，该区接

受联合国的资助，将“读书郎俱

乐部”改名为“快乐学堂”，成立

了合肥市第一家四点半课堂，并

被当做典型在全省推广。

问起四点半课堂如今的运营

状况，负责人表示，“正常，学生每

天稳定在三十多人。”但成立之

初，该区的“四点半课堂”人气火

爆，最多时曾吸引一百多名孩

子。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原

因在于，近年来，小区及学校周边

教育托管机构激增，分流了一部

分以“辅导孩子学习”为目的的家

长和孩子。

教育托管机构激增，冲击“四点半课堂”

尽管每天放学之后，仍有孩子

前来社区读书写字，但与之前的门

庭若市的火爆场面相比，“四点半课

堂”的运营者们感慨不已：公益不

易！为了让“四点半课堂”再现辉

煌，继续为家长和孩子们谋福利，运

营者们努力探索解决之道，并初步

收到成效。

滨湖和园社区的“四点半课堂”

虽学生人数减少，但一直运行稳定，

学生人数保持在每天三十人左右。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说，之所以取得如

此成就，是因为社区采取了两项措

施：首先，加强志愿者的考核与激励，

形成一个稳定的社工+志愿者团队。

保证每天都有5名大学生志愿者来社

区辅导孩子，保证每周都有一名社工

带来专业的趣味课堂教学。其次，扬

长避短，主打“活动”品牌，整合社区

资源，开设剪纸班、泥塑班等手工艺

课，并且利用周六空闲时间，开展户

外活动，提升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如

今，他们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慕名参

加活动的孩子和家长逐渐增多。

而合肥市望湖街道沁心湖社

区则给出了不同的“解药”：将“四点

半课堂”搬进了校园。他们与望湖

小学合作，开辟专门教室作为“四点

半课堂”，让孩子们不出校门即可获

得安全庇护。与此同时，社区组织

社工、志愿者每天进驻学校看护孩

子，辅导作业、玩游戏、做手工。此

举充分解决了家长担忧“行路难”的

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4月21日下午4点多，合

肥市包河区芜湖路街道的曙

宏小学，孩子们早已放学，而

位于曙宏新村物业大楼的“四

点半课堂”却大门紧闭。有工

作人员介绍，“四点半课堂”已

经倒闭。

据悉，这里的“四点半课

堂”——“快乐学堂”，成立初衷

是为了帮助双职工家长，解决

孩子们放学后无人看管的问

题。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运行

不到半年，就因社工与志愿者的

撤出而关闭。

这位工作人员坦言，社区

也不太乐意接受此类项目，主

要是担心，万一孩子在社区出

了事，责任谁来承担？

害怕孩子出事，社区承办不积极

将“四点半课堂”搬进校园

探索

用了15年的空调，从来没坏过
在李先春朝南的一个房间里，墙上就挂着

一台格力“冷静王”空调。

“这台空调是2000年2月买的，已经15年

了。”仙居苑是一个“年龄”较大的小区，住户的

空调也大多经过了很多的岁月。

李先春家住在四楼，她算是这个小区里装

空调比较早的，“可经过这么多年，楼上楼下的

部分空调都陆续退休了，只要我家的还一切正

常。”

去年免费维修月期间，李先春担心家里空

调出问题，就给格力打了电话，希望有师傅来

上门检修一下，“没想到师傅忙活了半天，发现

空调压根就没有问题，还能正常使用。”

李先春说，虽然空调已经用了15年，但用

的效果一直很好，一次也没有坏过，直到最近，

感觉制冷效果有点差了，这才打电话请师傅来

充点氟利昂。

就是认准了“格力”的品牌
在售后师傅检修的过程中，李先春就忙不

迭地先介绍起自家空调的历史。

对于买空调的经过，李先春依然记忆犹

新，这台单冷的空调足足花了3800元，相当于

3个平米的房价。

“当时就是认准了格力的牌子，觉得大品

牌很靠谱，质量有保障，挂在家里也很上档

次。”李先春说，自己当时的“大手笔”现在看来

很值得。

“买的时候我就相信格力的品质，用15

年在我的预料之内。”李先春对自己当初的决

定非常满意。

有很多人跟李先春做出了一样的选择。

数据显示，格力电器家用空调年产能超过

6000万台套，商用空调年产能 550万台套，产

品包括20个大类、400个系列、12700多个品

种规格，其中商用空调有10大系列、1000多

个品种。

一大家子装了十几台格力空调
售后师傅详细检查了这台15岁的空调，

发现运转正常，只是因为使用年限较长，需要

充氟利昂。

但是，年久的支架已经无法承受一个人的

重量，师傅只能踩在窗台上高空作业。

“小心点。”“我帮你拉着绳子吧。”觉得师傅

的高空作业有点危险，李先春一直提醒师傅。

“当初董明珠董总说格力都是真材实料，

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当然，光品质好也不行，

格力的售后也首屈一指，服务态度更是好。”李

先春说，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大家子都是格力的

“铁杆粉丝”。

比如，姐姐家里三台空调都是格力，妹妹

家里三台空调也是格力，自己新房子的两台空

调选的也是格力，父母家的空调也是很多年前

买的格力……“格力就是有口碑。”

第27届免费服务月如期启动
李先春只是格力免费维修用户中的一员，

从2002年起的14年来，格力每年的免费维修

月都准时启动，为每一位用户提供贴心细致的

服务。

马上就要到炎热的夏季了，为了让每一位

用户享受一室清凉，格力如期启动了免费维修

月活动，活动对象不设时间限制，无论多少年

前购买的空调都可享受免费维修服务，让购买

格力空调的用户们无后顾之忧，真正实现终身

零烦恼。

家有格力空调的用户，包括超过6年包保

期的格力老用户，现在即可打开家中的空调，开

机制冷运行半小时，如遇故障，可拨打安徽格力

统一售后电话0551-62666666预约登记。

安徽格力将在4月1日至4月30日按照预

约顺序安排专业人员免费上门服务。免费维修

月期间，安徽格力将坚持一贯原则，免除上门

费、工时费、维修费，因维修而产生的拆装费，其

中维修材料用户可自行购买，也可以通过维修

人员代购。

用了15年的空调，从来没坏过
4月21日9：00，合肥市仙居苑小区，

今年55岁的李先春等来了格力空调的售
后师傅。虽然已经用了15年，但她家的空
调从未“生病”,这次主要是想给空调充点
氟利昂。

事实上，这个月是格力第27届免费维
修月，家有格力空调的用户，包括超过6年
包保期的格力老用户，如遇故障，可拨打安
徽格力统一售后电话0551-62666666预
约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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