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4年2月28日 星期三 责编杨弘农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要闻

四川18个部门携手守护学生心理健康
到2025年实现大中小学生全覆盖接受心理健康教育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何方迪）2月27
日，记者从四川省教育厅获悉，教育厅等
1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四川省全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到2025
年，我省将形成更加健全的健康教育、监
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
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更加完善的学
校、家庭、社会和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工作
格局和长效机制。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我省学
生心理健康工作将实现“六个全覆盖”：
大中小学生全覆盖接受心理健康教育；
每学年对小学高年级以上中小学生和高
校新生全覆盖开展心理健康测评；教师

全覆盖参加心理健康知识技能培训；学
校全覆盖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学
校全覆盖建设标准化心理辅导室（心理
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县（市、区）全覆
盖建设区域性中小学生心理辅导中心。

此外，《实施方案》从“加强心理健康
教育”“建强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加强心
理健康监测预警”“强化心理危机干预处
置”“提升协同育人成效”五个方面提出
了具体要求。

一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充分发挥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在促进
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心
育浸润、五育融合。从培养学生积极心
理品质出发，开足上好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广泛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
二是建强心理健康教师队伍，配齐

用好心理健康教师，开展教师全员心理
健康知识技能培训，加快心理专业人才
培养，探索开展省级心理健康教师专业
资格A、B、C三级认证。

三是加强心理健康监测预警，坚持
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健全防护预警网络
体系，定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加强
数据分析、案例研究。

四是强化心理危机干预处置，建立
四川省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成
立四川省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
会，发挥心理援助热线作用，对心理问题
学生“一生一案”建立帮扶方案，着力提

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五是提升协同育人成效，优化多部门

协作机制，加强家校共育、医校联动和社会
协同，共同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和社会氛围。

在完善各项保障措施方面，《实施方
案》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将学生心理
健康工作列入“一把手工程”，建立完善
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分级负责管理体系。
要落实经费投入，加大统筹力度，优化支
出结构，切实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经
费保障。要强化评价考核，将学生心理
健康工作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年度考核重
要内容，纳入学校改革发展规划、人才培
养体系、平安校园建设、文明校园创建和
绩效目标考核。

近日，教育厅等18个部门联合印发
《四川省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
理健康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旨在进一步健全学生心理健康
工作体系、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心理
健康工作格局、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实施方案》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四
川在落实国家“规定动作”的同时有什么

“自选动作”？2月27日，四川日报全媒体
记者就此独家采访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全
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兼西南片区组长、四川大学教授张
伟，教育部基础教育教指委心理健康专委
会委员、成都师范学院教授唐远琼，他们
对《实施方案》的亮点和特色进行了解读。

四川举措
18个部门携手护心，贯彻国家

部署有“三实”

近年来，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凸显，且
呈现低龄化发展趋势，引发广泛关注。
2023年4月，教育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
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
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认为，《实施方
案》全面贯彻国家《行动计划》各项任务
要求，并提出四川的具体措施，体现在三
个“实”上：

目标任务实。《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年，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
干预处置“四位一体”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体系更加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和相关
部门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和长效机制更
加完善，努力实现我省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测评“六个全覆盖”。
主要措施实。从加强心理健康教

育、建强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加强心理健
康预警防控、强化心理危机干预处置、提
升协同育人成效5个方面，细化提出17条
具体要求，对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薄弱环
节提出明确要求。

组织保障实。从组织领导、经费投
入、评价考核、经验推广等4个方面细化
保障措施，分层次明确属地党委政府、教
育部门和学校的责任范畴，既强化了系
统督导考核，又强调了正面激励和典型
选树推广。

“这些年我们临床观察发现，心理疾
病的发病率年龄越来越偏小，青少年学
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
注，《实施方案》的出台很有必要、非常及
时。”作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
心专家，张伟为《实施方案》提出的“切实
把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点赞。他特别关注到，《实施方案》的
印发部门共18个，其中有四川省社会科
学院。“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与社会经济
发展大环境密切相关，四川将社科部门
纳入，加强社会科学研究，这一做法走在
了全国前列。”

特色鲜明
直面问题回应关切并进行创

新，重量重质又贴心

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和受访专家在接
受采访时一致认为，《实施方案》立足新
时代学生心理健康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
战，正面回应师生关心、社会关注、群众
关切的热点问题，提出了符合四川实际、
具有四川特色的系列措施。

“全面落实中小学生出教室课间活
动”“开足上好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实施方案》提出分层分类开展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并对各学段的课时提出具
体要求，重量又重质。”张伟说，四川还做
了加法，将幼儿也纳入，非常贴心地提出

“托幼机构遵循儿童生理、心理特点，创
设活动场景，培养积极心理品质”。

唐远琼注意到，《实施方案》在心理
测评、心理课程建设、心理读本编写等5
处提到“积极心理”，体现了对积极心理
和积极发展的重视，有助于引导大众从
以往过于关注问题和消极心理健康的单
维视角，改变为同时关注积极心理健康
和消极心理健康的双维视角。而且，对
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重视符合“从解决
问题到促进发展”这一国际心理健康教
育新趋势，强化了“预防第一”的理念。

在“健全防护预警网络体系”的表述
中，《实施方案》提出从小学高年级起，各级
各类学校每班设置2名（男生、女生各1名）
心理委员，这也是四川的创新。在张伟看
来，充分发挥朋辈心理辅导作用，对于预防
校园霸凌、增强学生对班级的归属感等很
有意义。张伟还谈到，《实施方案》提出畅
通心理问题学生转介干预就医绿色通道，要
求有条件的妇幼保健院设立精神（心理）门
诊，作为转介就诊的“缓冲”，将极大提高家
长带领心理问题学生就诊治疗的意愿。

专家支招
组织保障考核评价要完善，家

校共育社会协同

《实施方案》是今后四川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施工图，也
是任务书，17条具体要求都明确了责任

单位，涉及18个省级部门。教育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落实《实施方案》的关键是
组织保障能否到位，“党委、政府和学校
要把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列入‘一把手工
程’，建立完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分级负
责管理体系。”

两位专家一致认为，多部门协同配
合的工作机制需要尽快建立。同时，评
价考核也要跟上，充分发挥评价这根“指
挥棒”的导向作用。

《实施方案》明确，将把学生心理健康
工作作为衡量教育发展水平、办学治校能
力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两位专
家建议，要真正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纳入
各级领导班子年度考核重要内容，纳入学
校改革发展规划、人才培养体系、平安校
园建设、文明校园创建和绩效目标考核。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是主体实
施者。两位专家对于《实施方案》提出的
配齐用好心理健康教师、构建“全教师”
培训体系表示认可，认为“不仅要配齐，
还要用好”。

优化协作机制的同时，要加强家校
共育、医校协同和社会协同。教育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实施方案》首次提出要

“明确家校边界意识，规范班级家长委员
会建设”，强调家长要切实履行家庭教育
主体责任，学校充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
作用，强化学生心理问题源头治理与家
庭干预，普遍建立社区家长学校或社区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

“《实施方案》倡导‘人人懂点心理
学’的理念，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学生心
理健康，增加心理健康科普知识。心理
疾病像普通感冒一样常见，不应被歧视，
让我们一起来携手护心，温暖同行。”张
伟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江芸涵

四川“新春第一会”的主题聚焦新
型工业化、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
转型，吹响了大力实施工业兴省、制造
强省战略的号角。作为基层全国人大
代表，四川凌峰航空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加工中心操作工刘忠是工厂智能化、数
字化改造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从手工
机械到自动智能……刘忠从学徒做到

“大师傅”，助力航空产品飞得更高、更
远、更安全。

2月27日，刘忠在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以前我们交付
产品以年计算，后来以季度计算，现在以
小时计算……”刘忠介绍，智能化改造对
于生产线来说，是颠覆性的变革，意义非
常重大。20多年前，公司开始引进数控
化概念，数智制造逐步代替了机器制
造。2018年，公司的首条数字化产线成
立，对原有产线进行柔性化改造，推翻了
老工艺，新工艺集成化程度特别高，生产
效率得到了颠覆性提高。

如今，该智能化生产线在不断注入

“智”的元素。“在工厂智能化改造方面，
我们算是四川地区首批吃螃蟹的企业。”
刘忠说，在航空产品的精密数字化生产
线改造方面，他非常有信心，技术水平在
国内算是顶级的，在国际上也不再是“拿
来主义”，而是有了充分的底气制定自己
的标准。

即将到来的全国两会，刘忠将带到
北京的建议针对的重点不在于技术本
身，而在于技术人才。“职业化教育不是
一个‘收容所’，而要培养更精、更专、更
符合市场需要的人才。”刘忠认为，他这

次的建议直指问题所在。他认为，在制
造业智能化转型过程中，技术工人是非
常重要的一股基层力量。而职业化教育
一直落后于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的需求。
学校教育满足不了企业的发展，学校培
育的人才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学校不
能只教基础的，毕业生就业面临再培训、
再教育的现象很普遍。真正的校企合
作，学校要按照企业的需求培训。企业
要随时面临市场的快速变化，学校培养
人才也要以市场为导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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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心灵需要全社会细心呵护

全国人大代表刘忠：

职业化教育要培养符合市场需要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