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中有梦，脚下不停

南京市通过机制创新、专业赋能、资源整合等方式，探索形成“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全场域”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工作格局——

“你好，这里是陶老师热线，专为
中小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请问有
什么可以帮您？”在南京市陶老师工作
站总站，一阵电话铃声响起，值班人员
孟老师熟练接起 96111热线电话。“接
受问询、耐心倾听、做好记录，每一个
电话我们都会认真对待，这是每个‘陶
老师’的职责。”孟老师告诉记者，作为
700多名志愿者中的一员，大家以这样
的方式默默为孩子们筑起心灵“后
盾”。这条始于 1992年的“谈心热线”
背后，是南京市 33年如一日织就的守
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安全网。

机制创新，
织密“全方位”心理防护网

研发南京市中小学生心理综合普
查系统，为全市 90余万名中小学生建
立心理档案；建邺区创新推出“三单服
务”机制，通过学校点单、中心派单、志
愿者接单，精准对接学校需求；江北新
区实施心理健康三级管理模式，定期
小结、动态调控……近年来，南京市积
极探索机制建设，优化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的实践逻辑，为全市未成年人“育
心”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以陶老师工作站为龙头，南京市
创新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联动、多维
赋能的心理健康服务网络。“我们建立
的‘总站—分站—学校’三级纵向服务
网络，成为协同多方资源、联动服务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载体。”据南京
市中小学生心理援助中心（陶老师工

作站）主任许红敏介绍，总站作为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全国）辅导中心，提供
强大的专业支撑与资源调度；12个区
分站立足区域实际，承接总站资源并
开展定制化服务；720所中小学校作为
实践终端，全部建有心理健康辅导室，
依托校本研修，落实好课程教学、个案
跟踪及家校沟通。

一条热线能提供的只是谈心与陪
伴，“总站引领—分站赋能—学校深
耕”的联动机制则搭建起“市—区—
校”三级心育网络，实现对学生的分层
分类心理教育与服务。截至目前，南
京市已创建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特色学校 4所、江苏省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特色学校 20所、南京市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 90所，建立示
范性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341个，陶老
师工作站每年服务学生及家长 2万余
人次，服务学校1000多所。

为激活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网
络的“神经末梢”，2023年 5月，南京市
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行全员关爱导师
制，由学校为每名学生配备导师，通过
家访、谈心谈话等方式，给予学生学习
上指导、心理上疏导、成长上引导，引
导家长科学育儿。

“从老师到导师，关键在于发展学
生的积极心理品质、预防心理问题，将
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全过
程。”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学生成长
中心主任耿建玲表示，目前学校以“1+
N”和“N+1”两种关爱方式进行全员导

师制的探索实践，让每个学生都能深
切感受到教育的温度，“表扬对的，发
现善的，分享美的，不着力的‘导’才是
对孩子最好的关照”。

专业赋能，
打造“全过程”成长支持链

不久前，由中宣部文明培育局主
办、为期 3天的 2025年全国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辅导工作培训班活动在南京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专家、
教育工作者及行业从业者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的发
展路径。

教师是心理健康工作的关键保
障。南京市各中小学校均已配备专兼
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陶老师工作站
不仅承担咨询辅导、科普宣教等任务，
更成为区域、全省乃至全国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经验交流与专业成长的“孵
化器”。为提高教师专业能力，南京市
坚持分层分类，持续开展中小学教师
心理健康教育三级培训与资格认证，
实现教师心理健康辅导培训全覆盖。
截至目前，全市认证高级心理辅导师
近 2000名、中级心理辅导师 1.9万余
名、督导员 40余名，面向全体班主任
及新任教师开设 12学时的心理健康
教育专题培训。

构建“全过程”支持链，离不开科学
精准的心理监测。陶老师工作站重点
研发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监测预警与
关爱指导系统”摒弃了单纯“找症状”的

工作思维，转而运用系统化视角，致力
于看见每一个“立体”的孩子。“筛查的
目的不是找到一小部分需要重点关注
的对象，而是洞察每个孩子的独特需
求。”许红敏表示，“在系统平台上，班主
任、心理老师和学校管理者能够对所有
学生进行持续、动态的分层分类关怀，
其核心是预防与发展，而非被动干预。”

该系统已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效
能。以江北新区“心北斗”小程序为
例，它深度应用陶站研发系统，创新采
用“动态观察+静态量表”的多维度筛
查模式，可精准分析影响心理健康的
100余个关键因素，将筛查精准度提升
至 90%以上。同时，系统能即时生成
个性化的“心理关爱 36计”，为教师提
供科学、具体的帮扶策略。该系统已
累计收录学生观察记录 6万余份、家
校沟通记录近 3万份，构建起强大的
数字化关爱网络，成为一线教师开展
心理健康工作的“智慧顾问”。

科研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为心理
健康工作持续注入专业动能。南京市
依托重点新型智库南京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研究院，深入开展调研、宣传与资
政研究，为政策制订提供智力支持。
各区积极联动高校专业力量与学科资
源，如陶老师工作站依托南京晓庄学
院教育学、心理学等优势学科，成立心
理健康研究院，聚焦心理服务咨询优
化、资源协调保障、对外联络拓展以及
临床应用研究等领域，推动各项工作
走深走实。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陈思洋 杨潇

在今年的“苏超”赛场上，宿迁队
守门员陆天宇凭借一系列精彩绝伦的
扑救，成了球迷口中的“钢铁门神”“地
表最强守门员”。他一次次力挽狂澜，
捍卫球队的荣誉，成为绿茵场上的焦
点人物。

时间回到2016年。在“青禾杯”全
国青少年邀请赛决赛的点球大战中，对
方球员起脚射门时，年仅 12岁的守门
员陆天宇奋力一跃，扑出两个关键球。
赢得冠军的那一刻，他真切地感受到，

“足球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出生于 2004年的陆天宇与足球

的缘分，始于他的母校——宿迁经济
技术开发区三棵树小学。三年级的一
个大课间，他和同学在操场上踢球，偶
然间看到足球教练踢出的球在天空中
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他立刻被教练
精湛的球技所吸引，一颗足球梦的种
子就此种下。在后来的足球课上，陆

天宇奋力将球踢向天空，球飞得极高，
这一表现让场边的教练眼前一亮，鼓
励他加入校足球队，进行专业训练。

“能够进校队，过程并不是那么一
帆风顺。”陆天宇说，父母一开始坚决
反对他踢球，觉得应该好好读书，即使
以后回家种地也比踢球实在。为了打
消家长的顾虑，班主任每天放学后骑
车送他回家，耐心劝说：“这孩子有天
赋，踢球说不定能改变命运。”陆天宇
父母这才勉强同意。

时任三棵树小学校长的程新宇告
诉记者，那时，家长们普遍认为踢球耽
误学习，觉得这是“不务正业”。班里
报名足球队的孩子寥寥无几，一些足
球苗子只能利用课间在走廊里颠几下
球，或是放学路上踢着矿泉水瓶过过
瘾。“即便家长们不看好，学校也没有
放弃，一直守护着孩子们最纯粹的梦
想。”程新宇说。

顺利进入校足球队后，陆天宇被
安排踢前锋。一次班级比赛中，他临
时客串门将，教练发现他在守门方面
更有天赋，便让他担任守门员。每当
将球稳稳地抱在怀中，陆天宇心中就
充满成就感。

成就感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努

力与坚持。2013年的三棵树小学，连
一片像样的绿茵场都没有。训练场
上，体育教师用石灰在泥土地上歪歪
扭扭地画出球场线，一场雨过后，整个
场地就成了泥潭。球鞋踩下去，泥浆
能溅到膝盖；跑动时稍不留神，就会摔
得满身泥水。没有专业教练，教师只
能反复观看录像，现学现教；没有专业
装备，队员们穿着磨脚的帆布鞋训练，
脚趾常常被磨出血泡。

陆天宇告诉记者，有一年寒冬训
练时，天空飘着细雨，场地冻得像铁板
一样硬。几个队员挤在破旧的屋檐下
换鞋，牙齿冻得直打战。老师把仅有
的一件训练背心分给他们轮流穿，谁
训练完就赶紧脱下来，让下一个队员
穿上。“那时谁也不敢想象，10年后，我
们竟能站到省级联赛的赛场上。”

升入初中，陆天宇开始接受更加
专业化、高强度的足球训练。每天上
百次的扑球训练，让他的身上总是青
一块紫一块，他也一度陷入迷茫，甚至
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当清晨训练的
哨声响起，看到队友们在球场上挥洒
汗水的身影，他又咬牙坚持了下来。

这份坚持在今年夏天迎来了回
报。在对阵徐州队的比赛中，陆天宇

凭借敏捷的反应和出色的防守技巧，
多次扑出对方极具威胁力的射门；与
镇江队的对决中，他在伤停补时阶段
神勇扑出点球，帮助球队守住胜果。

“前场美如画，后场陆天宇！”解说员
的称赞，正是对他场上表现的最好
诠释。

前不久，记者来到三棵树小学，参
观该校足球荣誉馆。“不驰于空想，不
骛于虚声”的标语悬挂在荣誉馆的上
方，激励着每一名足球小将。“足球已
经成为三棵树小学流动的文化符号。”
校长刘青说，学校创新构建“健康之
树”育人体系，自主研发《足球活动实
施指导纲要》，邀请省足球队退役球员
牛小龙等专业教练驻校指导，打造“体
育课+大课间+课外活动”三位一体的
训练模式。该校还将足球元素融入课
间操，建立“足球小将成长档案”，跟踪
记录每个孩子的运动轨迹，真正做到

“班班有球队，周周有比赛”。经过多
年努力，足球运动的种子在这片土壤
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2016 年，三
棵树小学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被认定为宿迁市“名校办名
队”足球布点学校。

（下转第2版）

“苏超”宿迁队守门员陆天宇多年后回到母校三棵树小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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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教育前沿 书写时代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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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5无锡市“星空奇妙之旅”儿童嘉年华暨无锡深
圳双城研学启航仪式在无锡苏南国际机场航空研学基地举行。
活动中，无锡市新吴区吉祥幼儿园的孩子们带来精彩的情景剧
表演，畅游“非遗锡剧数字化梦工场”，生动展现“一米高度”视
角下的城市温度与教育创新。 钱威 摄

“宁心”聚力 呵护成长
本报讯（记者 阿妮尔）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4周年。7月 1日，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
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部署要求，
省政府副省长赵岩在省教育厅为全省高校师生代表
讲授思政课，就“推进高等院校和高新园区协同发展、
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与高校师
生交流，鼓励大家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增强对教育事
业的信心和干事创业的热情，以高质量教育支撑高
质量发展。省政府副秘书长邱志强出席活动。省教
育厅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江涌主持活动。

赵岩首先与大家一起回顾学习近年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论述、对江
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全国科技大
会相关部署要求。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系统、内涵丰富。习近平
总书记对江苏发展十分关心、寄予厚望，近几年赋
予江苏的重大任务始终把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
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要求江苏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在推
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为江苏开
展高新区和高校协同创新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引，要切
实学深悟透、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学习不断取得更
大成绩。

赵岩详细分析了我省推进高新区和高校协同
创新发展（简称“双高协同”）的国内外背景、拟推进
路径和当前存在的堵点难点。他强调，我省创新资
源富集，创新主体众多，创新人才丰富，开展“双高
协同”契合省情实际，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
头阵、推进高等教育改革重点任务的具体行动，十
分必要、切实可行。这一创新做法以培育新质生产
力为战略目标，以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为
牵引，聚焦高校综合改革和高新区新质转型两大支
点，以“优势学科专业群+优势产业聚集区”协同发
展为核心路径，将在省级改革牵引、政策激励下因
地制宜、分层实施、梯次推进，着力推动高校与高新
区双向赋能，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推动健全完善我省良好的创新生态。

赵岩强调，我省青年学子创新创业意愿较强、
能力突出。“双高协同”将为同学们学习专业知识提
供现实的产业场景、实践创新成果提供丰富的应用
平台、实现创业梦想提供优质的政策环境。希望大
家在学习创业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
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的重要回信
精神，保持身心健康，正确看待付出与收获，坚守一
颗“中国心”，以“双高协同”为契机，找准创新起点，
树立远大理想，在民族复兴伟业征程中展现青春担
当；明确创新重点，学好专业知识，在科技创新和社
会实践中练就过硬本领；用好创新支点，把握时代
机遇，在拼搏奋斗中磨炼意志、成长成才。

全省 54所高校分管科技成果转化的负责人、
“双高协同”有关项目团队负责人、教师、学生以及
省相关厅局代表250余人参加活动。

■本报记者 王小亮

赵岩为全省高校师生代表
讲授思政课

本报讯（记者 王琼）日前，江苏教育界与产业
界对话对接——“双高协同·五链融合”未来信息技
术高质量发展对话对接活动在南京新港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园举行。活动由省教育厅主办，南京邮电
大学、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共同承办。
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树兵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此次活动聚焦半导体、物联网、信息
通信等未来信息技术产业开展对话对接，是全省高
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教
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具体实
践，也是推动区域“政产学研金”资源整合，促进教
育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五链”融合
的重要举措。

会议强调，全省高校要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以“基础+应用”双
线突进，抢占产业前沿技术新高地；坚持真协同真
创新贯通产教“双向奔赴”堵点的路径指向，以“高
校+高新区”双高协同，打造“五链”融合新范式；坚
持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设“走在前
列”的目标方向，以“平台+政策”双轮驱动，激活成
果转化新动能；坚持国内大循环牵引国际双循环

“互促共生”的发展航向，以“自主+开放”双翼赋能，
开创全球合作新格局。

会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宣贯未来信息技术企
业服务政策；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介绍区域产业发
展情况，发布 30项“揭榜挂帅”项目需求榜单；南京
邮电大学介绍优势学科建设情况，发布 30项江苏高
校未来信息领域高价值（专利）技术成果；高校和

“1650”产业体系重点企业链代表进行项目路演。
34所高校与 55家重点企业、投融资机构开展“双高
协同”面对面专项对接，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17项。

省教育厅、省工信厅、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京市科技局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高校及职能部门
负责人，产业界、金融界、产业链党组织代表等 180
余人参加活动。

未来信息技术高质量发展
对话对接活动在宁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