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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近日，由东海县教育局牵头成立的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室正式挂牌。研究
室成员包括心理健康教育专家、中小学
骨干教师和社会志愿者，研究室将根据
不同学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展开研究、编
制心理健康手册，为全县中小学校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指导。此外，该县网
络心理咨询平台已完成框架搭建，该平
台将为师生、家长提供线上心理咨询及
疏导服务。

一直以来，东海县高度重视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县教育局立足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做好学生心理
干预和疏导，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中小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努力为学生全面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我们始终坚持多
措并举、分类施策，全面构建高质量心
理健康教育体系，在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方面取得了突出实效。”东海县教育
局局长支跃兵说。

强化顶层设计，夯实工作基础

今年 10月，东海县启动专职心理健
康教师包片负责制，由具备心理健康咨
询师资质的教师每月深入包片学校，指
导学校做好心理咨询室建设、心理健康
教育活动开展、兼职心理健康教师队伍
培训等工作，并通过举办专题讲座、提
供个别帮扶、开设心理教育示范课等，
及时解决师生心理困惑，努力营造健康
向上、和谐温馨的育人环境。

为保障心理健康教育扎实有效开
展，充分发挥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该
县教育局印发了《东海县关于加强新
时代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方
案》《关于做好全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和家庭教育指导有关工作的通知》
等专项文件，要求各校将心理健康教
育纳入课程计划，配齐配好专兼职教

师队伍，确保每两周至少开设 1节心理
健康教育课。

为有效发挥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的重要作用，该校各中小学通
过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等渠道普及
《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教育促进条
例》，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家长了
解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尊重孩子的
个体差异和成长规律，家校协同，促进
孩子身心健康。

“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关
键在于科学防范。”东海县教育局办公
室主任侍磊介绍说，该县构建教育局、
学校、年级、班级、宿舍“四级一舍”心理
预防网络，各中小学校组建由校级领
导、年级主任、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宿舍管理员组成的“心理健康护航
队”，及时发现学生异常情况，第一时间
进行干预。与此同时，该县采取飞行检
查、专项督导等形式，不定期深入各校
督查心理健康教育课开设、师资配备、
活动开展、心理健康档案建立等情况。
11月以来，该县教育局已派出 9个小组
展开督查，督查人员均由局基教科和心
理健康教育研究室成员组成，确保督查
工作专业严谨。

搭建心育平台，拓宽服务渠道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晚上好，欢迎
大家走进东海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
心润心亲子课堂直播间……”10月 30日
晚 7点，打开指导中心微信视频号，“润
心亲子直播课堂”如约而至。直播课堂
每月按计划上线，主讲人围绕校园欺
凌、学习压力、青春期交友等热点话题
与学生、家长互动交流，并针对线上提
出的问题答疑解惑，每次直播都有上万
人次在线观看。

据了解，东海县未成年人成长指

导中心成立于 2011年，是由县文明办、
教育局联办，为全县 20余万名未成年
人及其家长提供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咨询等服务的公益性机构。该中心目
前有 28名兼职国家级心理咨询师，全
天候接听心理咨询热线。此外，该中
心还深入开展“百场宣讲进校园”“我
阳光·我快乐”等一系列关爱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宣传和实践活动，切实解决
未成人的心理困扰，帮助纾解家长和
学生心理压力。

“老师，我在家上网课总是静不下
心来，担心复课后跟不上进度，我该怎
么办呢？”“同学你好，你提出的问题
是很多同学在居家学习时经常面临
的……”顾江是东海县第二中学的一名
心理教师，也是指导中心的一名心理疏
导志愿者，从事心理辅导工作已有 11
年。疫情期间，他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提
供线上心理咨询服务，针对疫情期间青
少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学业焦虑、亲
子矛盾等问题给出专业的心理调适建
议。“除了一对一视频咨询、微信群在线
咨询外，我们还专门进行专题直播，希
望能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居家学习。”顾
江说。

疫情期间，该县教育局充分发挥各
类平台和资源的育人功能，录制“心理
健康教育指导”“如何调节学习压力”

“处理疫情期间心理问题”等 30多个心
理微视频，同步上传至家校群、班级群
供师生、家长观看学习。该县还联合文
明办、共青团、关工委等部门，利用短视
频直播平台，每周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直
播咨询活动，线上解决学生、家长遇到
的心理困惑，拓宽心理咨询服务渠道。

常态活动引领，筑牢心理防线

今年 3月，东海县启动“同上一节心
理健康课”活动，各中小学统一课件、统
一教案、统一形式，分学段定期开展心
理健康主题教育活动。活动中，心理健
康教师为学生作心理疏导讲座，通过丰
富多彩的互动游戏引导学生调节焦虑
情绪，帮助他们建立自信、阳光、积极的
生活态度。“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

的快速发展时期，在学习和生活中，经
常会因学习压力、家庭环境、价值观念
等因素影陷入迷茫，常态化做好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很有必要。”东海县
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明办主任尚
云说。

5月 27日，东海县一年一度的心理
健康宣传月活动拉开序幕。围绕“心
向阳光·健康成长”主题，该县将宣传
月分为宣讲周、展播周、体验周、交流
周，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内容鲜活、形
式新颖、感染力强的实践活动。活动
关注青少年生命健康教育，寓教于乐，
推动了心理健康知识在学生中深度普
及。如宣传月期间，东海县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开展“妈妈我爱您”“笑迎世
界微笑日”“心理漫画话童心”等系列
活动；东海县青湖中心小学邀请连云
港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专家走进
校园，开展主题为“彩虹的微笑——小
学生情绪觉察与管理”的心理健康体
验活动和心理剧展播活动，引导学生
学会情绪管理的方法。

东海县各中小学校每天开展“倾听
一刻钟”活动，用“一对一”“一对多”谈
心交流等形式，疏导学生的心理压力，
在实践中为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各中学举行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教
师们结合案例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
导学生正确对待学习压力，帮助学生进
行心理疏导，做到早发现、早疏导、早
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该县还特别关注留
守儿童、单亲家庭儿童、贫困家庭儿童
等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一生一
档”建立心理健康成长档案，实施“1+1”

“1+N”帮扶机制，定期开展活动，及时关
注学生行为变化、学习状态，让他们切
实感受到学校的关爱和温暖。

“我们将持续做好宣传引领，明确
目标任务和职责分工，整合全县心理健
康教育优质资源，指导学校开展好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室建设和相关平台搭建，不断提升全县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质量和
水平。”支跃兵说。

构筑心灵“避风港”
■本报记者 邢田恬 通讯员 李知军 李广豹

常州召开
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曹奕）日前，常州市
召开全市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部署校
车安全管理工作。常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司
马双龙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教育工委书
记梅向东，市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各辖市区教育局、经开
区社会事业管理局负责同志，市教育局直
属学校主要负责人，全市校车公司负责人
参加会议。

会上，常州市公安局、溧阳市教育局、安
达校车公司三家单位聚焦校车安全，结合工
作职责，进行了交流发言。梅向东提出围绕

“三大机制”建设，将校车安全管理落到实
处。司马双龙从增强做好校车安全管理工
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确保校车安全管理工
作各项举措落地落实、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工
作长效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长期以来，常州市坚持做好校车安全工
作，努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安全的环
境，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的安全
保障。

扬州禁毒支队调研
教育系统毒品预防教育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柏珏）近日，扬州市公
安局禁毒支队禁毒大队调研组在市教育局
相关人员陪同下赴广陵区教育局、扬州中学
教育集团树人学校，就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工
作进行调研。

调研组一行听取了两家单位关于学校
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并现场颁发
了 2022年全市中小学生禁毒征文比赛优秀
组织奖、优秀作品奖、优秀指导奖证书、奖金
及《禁毒征文获奖作品汇编》。

调研组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了“四个更
加有效”的要求，即毒品预防教育计划和课
时落实更加有效、毒品预防教育途径拓展和
运用更加有效、“三位一体”毒品预防教育体
系构建更加有效、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创
建更加有效。

无锡锡山“守护少年的你·
关爱成长”校园行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赵琛林）近日，无锡市
锡山区“守护少年的你·关爱成长”校园行活
动在锡山特殊教育学校正式启动。据悉，该
活动是锡山区教育局联合区人民检察院、无
锡市智慧小语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面向全
区青少年开展的一项法律服务活动，旨在进
一步增强全区中小学生自我保护能力，提升
广大家长教育监管意识，加强全体教师教育
管理职能，落实学校、家庭、社区共同关爱
责任。

启动仪式上，锡山区人民检察院、无
锡市智慧小语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与锡
山特校签订结对共建协议，三方约定，将
以走进校园的形式，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
防法治宣讲，开设防校园欺凌、师生心理
健康主题讲座，为学生、家长提供法律帮
助和家庭教育指导等，共同为学生健康安
全成长保驾护航。

仪式结束后，锡山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
主任杨帅以“防范校园欺凌，共护安全成长”
为题，为学生作专题讲座，引导学生预防校
园欺凌、学会自我保护，市智慧小语青少年
成长服务中心执行主任陈咪重点介绍如何
读好用好教育读本——《守护少年的你·关
爱成长》。

宿迁经贸高职多措并举
关爱特殊群体学生心理健康

本报讯（通讯员 仲永海）长期以来，宿
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高度重视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低保家庭学生、家庭经济
困难残疾人子女、残疾学生、单亲家庭学生
等特殊群体学生身心健康，多措并举，切实
关注学生成长和发展。

为让特殊群体学生感受关爱，学校将
关爱疏导责任工作分解到每位心理健康专
任教师，并开通爱心信箱，让特殊群体学生
通过信箱和老师交流自己的困惑和想法，
同时邀请部分学生到“快乐小屋”进行单独
交流。

结合研学实践活动，该校对特殊群体学
生进行红色教育、爱国教育、劳动教育、生命
安全教育等，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实践中
成长。除此之外，该校坚持每年定期组织开
展特殊群体学生心理健康测评，重点加强入
学季、考试季、毕业季等特殊时间节点的心
理危机排查，建立台账，落实责任人，健全心
理危机预防和干预机制，并针对特殊群体学
生开展“心理沙龙”“劳动体验”“户外心理乐
园”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下一步，宿迁经贸高职将继续坚持育心
与育才、预防与干预、学科渗透与主题活动
相结合，针对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的学生，开
展分类指导，线上线下相结合，努力提高学
生的心理素质，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科
研工作，积极提升心理健康教师专业能力。

■丰县教育局局长 王仁群

管理者言

近年来，丰县持续深化“预防为
主、标本兼治”工作理念，不断压实工
作责任，密织校园安全网、突出工作重
点，细化工作举措，切实提升校园安全
水平，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保障。

健全安全管理体系，织密安全网。
一是落实“一岗双责”责任，县教育局
根据领导班子成员党建联系点、分管
学段和分管业务，出台《丰县教育局领
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清单》
《关于印发丰县教育系统安全工作责
任制的通知》等文件，领导班子包挂学
校履行安全和信访管理职责。二是压
实学校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印发《学校
安全风险责任清单》，将建筑安全、校
车安全、食品安全等 12部分、211条风
险清单落实到学校的每一个工作岗
位、每一个教职工。

夯实校园防范基础，强化人技防。
加强专职保安配备，县财政每年投入
1418万元，配备校园专职保安 422名，

较之前的年投入 224万元、配备保安
110名，年投入资金增加 1100多万元，
保安数量增加 312名，年龄结构大幅优
化（平均年龄 48.2岁），防范能力大幅
提升；投入 450万元，为 27所学校建设
了包括人脸识别、车辆道闸等设施的
智慧校园安防系统；投入 380余万元，
新增、更换高清监控视频设备；新建校
园统一配备视频监控巡查系统，进一
步提升了校园安防现代化、信息化
水平。

紧盯校园风险隐患，抓好查纠改。
围绕校园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重
点做好交通、食品、校车及交通、消防
等十个方面的专项整治。着力破解紧
邻交通要道学校的校门外拥堵问题，
消除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在学生集中
放学时段试行家长进校等待，落实多
所学校的改门方案。开展针对父母离
异学生、留守学生、性格偏执学生、特
异体质学生等重点学生群体的排查和
个性化关爱活动，有效预防和减少学

生意外伤害事故发生。
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敲响警示钟。

深入推进安全教育“进学校、进课堂、
进课程、进培训”，对学生开展以交通
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防范新型
网络诈骗和校园贷等内容为主的安全
教育。全县各学校扎实开展应急演
练，增强师生的自救自护和应急处置
能力。今年以来举行疫情防控、防恐
反恐、紧急逃生等应急演练活动 850余
场次，参与并受教育师生、家长达 35.7
万人次。

搭建家校社会连心桥，画好同心
圆。着眼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强化“三个突出”，构建立体化安
全防控大格局。一是突出家校共育。

深入推进以“学校安全教育平台”为载
体的“互联网+安全”互动教育，定期
邀请家委会成员入校查隐患、提建
议，每年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超过 1
万封，实现安全教育监管家校无缝衔
接。二是突出部门协同。统筹教育、
公安、交通、综合执法、市场监管、消
防等部门协同联动，督促指导学校抓
好安全信息的数据梳理分析，加强情
况报告和通报，及时预警、提前应对。
三是突出社会参与。充分利用“丰县
发布”“丰县教育发布”等网上平台畅
通问题反馈渠道，引导社会各界关注
学生安全，投身安全保障工作，形成全
社会共同关心、共同维护校园安全的
工作局面。

“五重奏”奏响校园平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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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东海县教育局夯实顶层设计，丰富活动载体，深入推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要闻速览

日前，阜宁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消防员来到该县实验
小学北京路校区开展“11·9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
动，进一步加强学校消防安全教育，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 顾建 刘家文顾建 刘家文 摄摄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