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儿童抑郁风险检出率超四分之一

香江心灵成长计划助力治愈孩子“心病”
“心里有事，但没有人可以说”“没心情

交朋友，有空就想打游戏”……面对香江心
灵成长计划项目团队的志愿者，很多学生终
于说出埋藏在心的“大实话”。这是香江心
灵成长计划项目团队，在广西百色市德保县
的两所小学开展香江心理健康校园行的访
谈片段，通过实地调研，志愿者再一次确认，
心理困扰像是具有流行性的雾霾，在乡村儿
童心里投下阴影。

“与城市儿童相比，乡村儿童尤其是留
守儿童的成长，需要更多关注和重视。”全国
政协委员、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创始人翟美
卿已连续六年在两会提案里关注留守儿童，
为重视乡村儿童心理健康发出了倡议和呼
吁。今年，她再次提交《关于推进乡村儿童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建议》的提案，提出
联动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科研院所等全行
业、全社会形成合力，落实乡村心理服务硬
件配置，加速建设针对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
建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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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德保县开展的香江心理健康校园行活动。

四分之一的抑郁或焦虑风险
2 月 23 日，2022 版“心理健康蓝皮

书 ”《中 国 国 民 心 理 健 康 发 展 报 告

（2021～2022）》发布会在京举行。“心理

健康蓝皮书”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科研团队完成，而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于2021年发布的全国首份《乡村儿童心

理健康调查报告》，部分收录于本次发布

的心理健康蓝皮书的专题报告中。

调查数据表明，青少年群体抑郁风

险高于成年人群体，抑郁风险检出率为

14.8%，其中4.0%为抑郁高风险。

与城市儿童青少年相比，乡村儿童

青少年的成长资源更令人担忧。《乡村儿

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的详实数据显示，

乡村小学生抑郁风险检出率为 25.2%，

焦虑风险检出率为 25.7%；乡村中学生

抑郁风险检出率为 20.0%（其中 3.8%为

重度抑郁风险），焦虑风险检出率为

43.6%，其中 9.1%为中度至重度焦虑风

险。

走进德保县乡村学校，香江心灵成

长计划项目团队的志愿者通过实地调研

了解到，当地青壮年劳动力多选择外出

务工，父母向孩子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支

持，却无法给予孩子陪伴及监管；承担抚

养责任的老人缺乏精力与孩子互动、制

止他们沉迷网络等行为，使乡村儿童心

理以及网络成瘾等行为问题频发，许多

孩子亦逐渐形成了敏感、自卑的个性。

不能让乡村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成

为“房间里的大象”。内心的阴霾，需要

灿烂的阳光来照亮。

2月 7日-8日，受德保县关工委、团

县委、教育局邀请，项目团队来到德保县

两所小学开展校园行活动，为2300名德

保县学生送上快乐心理陪伴。香江社会

救助基金会为本次活动提供了专业支持

和物资支持。“精彩的课堂学习，让我明

白了女生青春期的一些知识与心理，这

些知识能让我更好地与父母沟通，会对

我之后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六年级女

生小劳告诉记者，听过志愿者有关青春

期心理健康专场讲座，收获颇多。

4900名学生仅配3名心理老师
比乡村儿童心理健康形势更为严峻

的是，乡村地区内支持乡村儿童心理健

康的资源很匮乏，许多乡村儿童无法触

碰到合适的心理健康教育。

仅以德保县为例，该县学校普遍存

在心理辅导教师不足的问题，“我们到访

的一所大型的小学有84个教学班，在读

学生近4900名，却仅配备三名兼职心理

辅导老师。”项目团队通过访谈发现，县

域心理辅导老师仍然存在专业支持缺

乏，开展心理课能力不足的困境。此外，

乡村学校缺乏合适的心理健康教育教

材，课本内容滞后，教案操作性低。个别

学校管理人员对心理健康的认识不正

确，将学生心理问题当作思想问题，认为

加强了德育就不需要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课经常被品德课、道德

与法制课和班会课替代，对较为隐秘的

学生心理问题识别能力有限，兼职心理

老师能想到的处理办法并不多。

早在2018年，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便

聚焦乡村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创设“香江

心灵成长计划”。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该

项目是国内最早关注乡村儿童心理健康

教育困境的公益项目，五年探索，已拥有

一整套针对乡村儿童心理健康的闭环解

决方案，运用公益的思维和探索，联动县

域教育部门，走出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径。

在乡村学校，项目团队通过一场“心

理健康校园行”为全校师生提供心理知

识科普，并以一对一的咨询陪伴疗愈孩

子们的“心病”，为62名乡村儿童开展了

274 次咨询，成功进行了 15 次危机干

预。“听了讲座和公开课，收获很大。现

在的学生十分需要心理健康教育，香江

心灵成长计划的课程可操作性强，希望

后续可以开展课程，也希望能够有参加

教师培训的机会，持续提升专业能力。”

别开生面的活动，为当地小学心理辅导

教师打开一扇明亮的窗。

据了解，“香江心灵成长计划”迄今

已服务 933 所乡村学校，创设各省市项

目合作点34家，覆盖18省48市96区县，

陪伴超10万名乡村儿童开展心灵探索。

打造覆盖县域的全链条服务模板
“提高乡村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水

平需要行政部门、专业机构、科研院所等

全行业、全社会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加强

乡村儿童心理服务，激发乡村振兴内生

动力。”翟美卿在提案中建议，加速建设

针对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

设，包括加强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科普，重视乡村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评

估和排查，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心理卫

生服务能力，加强基层精神心理卫生机

构的管理能力，形成学校、家庭、村镇组

织层层嵌套的乡村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模

式。

她同时提出加强资源联动，充分整

合社会资源服务乡村。“目前，许多公益

组织为乡村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各类公

益服务，但由于缺乏统筹协调机制，合力

不足，未能充分发挥最佳效益。”翟美卿

建议构建“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参

与”的乡村心理健康教育长效机制。她

指出，未来这一机制推进的重点，是乡镇

相关政府部门对政策的具体落地执行，

让基层教育部门更加重视心理健康，将

心理教师的编制和岗位落到实处，专人

专岗，并纳入现有的教师评定机制，实现

人才可持续成长。

打造乡村儿童心理健康建设生态，

倾斜心理健康服务与公益服务资源，亦

是翟美卿为“疗愈”乡村儿童“心病”给出

的方案之一。她建议依托精神卫生医疗

机构、社会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等专业力

量，落实建设区县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辅导站，建立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援助

热线，引入社会组织的资金及人力支持，

加强公益性、普惠性心理咨询和治疗服

务供给。

翟美卿表示，未来，“香江心灵成长

计划”将以联结政府、社会、企业三方力

量形成解决乡村儿童心理健康困境的联

合跨界行动网络为目标。项目将继续着

力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心理咨询两大

核心公益服务的发展，打造覆盖县域的

全链条服务模板。藉此项目，香江社会

救助基金会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乡村留守

儿童、困境儿童及其家庭，让每一个孩子

都有爱、有梦、有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