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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区、街镇

及社区层面，建立健

全心理健康统筹办公

室。由卫生健康部门

牵头，教育、宣传、民

政等部门协作，共同

制定统一的心理健康

工作流程及危机干

预方案。

——市政协委员王训国

“

”

健全跨部门统筹机制
上海出台了《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将学生心理
健康问题置于优先位置。如长
宁区提出了“心理顾问制”、家庭
教育讲师团队等特色方案。但
是，本市心理健康网络的落地执
行仍存在一定挑战，尤其在资源
分配、跨部门协作及公众心理健
康意识提升方面效果不甚理想。

在王训国看来，要健全本市
青少年高效的心理健康网络，首
先要解决跨部门协作不畅的
问题，需要建立统一的心理
健康服务统筹机构。“从市、
区、街镇及社区层面，建立
健全心理健康统筹办公
室。由卫生健康部门牵
头，教育、宣传、民政等部
门协作，共同制定统一的
心理健康工作流程及危机
干预方案。”王训国说，这
点可以参考国际成功经
验，如新加坡的多部门精
神健康管理框架，设立专
项联动会议制度，定期评

估跨部门协作效果，确保各部
门无缝对接。完善危机干预机
制，确保学生和公众面临心理危
机时，相关部门能够快速协同响
应。同时，制定统一的心理危机
处理标准操作流程，确保跨部门
协作在应急情况下高效运作，从
而提升整体危机预防和干预的
时效性和有效性。

王训国建议，政府需在基层
资源配置方面进行更多的投入，
制定心理健康资源倾斜政策，增
加市、区、街镇、社区及学校的心
理教师数量和服务人员比例。

强化对基层心理教师和心理咨
询师的培训。进一步完善师资
队伍的考核激励机制，通过提升
薪酬待遇、提供职业发展通道，
激励更多优秀人才投入基层心
理健康工作。设立便捷的心理
健康热线和在线咨询平台，提供
全天候的心理支持服务，确保公
众能够获得及时的帮助。

“此外，心理健康服务的广
泛宣传和便捷化，是提高心理健
康网络实效性的重要途径。”王
训国表示，提升公众对心理健康
的关注度，加大“健康中国”的宣
传力度，营造“心理健康人人有
责”的社会氛围。

重视提高家长心理健康素质
随着教育发展和社会竞争加

剧，除了学生压力增大，学生家长
的压力状况同样不容忽视。

“身边很多家长与子女相处

时存在问题，不仅是孩子出现了
心理问题，不少家长也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王训国说，
有的家长缺乏心理学知识，他们
对青少年成长中心理发展特点
并不了解，难以察觉孩子心理变
化，常将初期征兆简单归结为情
绪不佳或叛逆，致使问题恶化。
没有找到与有心理问题孩子相
处的好方法。面对有心理问题
的孩子，家长缺乏有效策略和技
能，不当的相处方式会加重了孩
子心理负担，形成恶性循环，家
长自身也易陷入心理问题。

另一方面，这些家长与学校
心理老师合作存在困境。家长
不了解心理老师工作内容和职
能范围，存在误解，合作障碍使
心理干预难以发挥最大效能。
同时，家长和孩子担心学校知晓
情况后产生不良影响，当孩子心
理出现问题时，不敢向学校心理

辅导中心求助。
与此同时，有些家长自身心

理健康状况和不当相处方式影
响孩子。如自身心理问题会传
递给孩子，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
破坏孩子心理安全感等。学生
学习压力转移到家长身上，家长
对孩子成绩期望高，学校和社会
对家长要求提高，形成家庭内部
压力循环。

王训国建议，本市教育部门
应重视提高家长心理健康素质，
充分借助心理健康机构在处理家
长心理问题上具有专业性强、保
密性高、服务个性化等优势，通过
以心理健康机构为主轴的健康协
助方案，有效改善家长心理健康
状况，提高家长心理健康素质。

从学校层面，可以组织借助
心理健康机构，开展心理知识普
及课程，涵盖青少年心理发展特
点等，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方便家长学习；提供一对一或
小组辅导课程，指导家长学习相
处方式和沟通技巧。学校组织
搭建家长与心理健康机构沟通
平台，明确家长和心理老师角色
及合作流程，介绍心理老师工作
内容；作为中间协调者传递信
息、提供建议；为有特殊需求的
家长保密，解决不敢去学校心理
辅导中心的困境。

“学校可以委托心理健康机
构提供心理健康评估服务，发现
家长心理问题并提供个性化咨
询和治疗方案；帮忙一起应对孩
子学习压力的培训课程，帮助家
长树立正确教育观念，合理设定
期望；还可以为家长和孩子共同
提供心理辅导服务，减轻家庭内
部的学习压力和紧张氛围。”王
训国表示。

市政协委员王训国建议 健全跨部门统筹机制

守护青少年的“心”世界

市政协委员、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王训国。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近年来，
青少年心理健
康问题日益凸
显，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
如何守护青少
年的“心”世
界？市政
协 委 员 、
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
局副局长
王训国建
议 ，健 全
本市强有
力 的 跨 部
门统筹机制，
由卫生健康部
门牵头，教育、
宣传、民政等
部门协作，共
同制定统一的
心理健康工作
流程及危机干
预方案，共同
守护青少年心
理健康。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被害人的父母选择
了原谅，但这是否真的是被害人
的真实想法？在未成年被害人
案件的调查中，对于其心理状况
取证工作，是否进行了全覆盖？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针对未成年
被害人案件中存在的一些痛点
难点问题，市政协委员、上海申
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

霞建议，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
有待进一步完善改进，从而有效
保障维护未成年被害人权利。

“首先，未成年被害人的父
母作为监护人出具的谅解书，效
力是否存在问题，是否予以谅解
可能影响定罪量刑，对于未成年
被害人的谅解，一般会以监护人
的意愿为主，而忽略被害人本人
的内心真实想法。”张玉霞举例
说，被害人本人是不愿意谅解，
或者未发表谅解意愿的，施害人
是其父母的近亲属或关系密切
的朋友，父母因为这层关系，违
背未成年被害人意愿进行谅解，
或者基于经济角度获得更高额
的赔偿进行谅解，使得施害人获
得一定程度的轻判，损害未成年
被害人权利。

在一些案件中，未成年被害
人的法定代理人是施害人，缺乏
其他监护人或其他监护人懈怠

时将导致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
难以得到维护，国家机关指派诉
讼代理人的权益保障存在问
题。例如，父亲故意伤害女儿，
母亲为了维护丈夫，不愿为女儿
维权，即使进入刑事诉讼流程虽
然法援机构为维护女儿权利指
派援助律师，实体上起到保护作
用，程序上却存在一定瑕疵，如
果监护人不配合援助律师无法
与案件的法定代理人沟通更无
法接触被害人本人，那么该代理
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张玉霞建议，应当限定监护
人进行谅解的适用条件及范
围。未成年被害人一般是从主
观情感上考虑，监护人作为成年
人会更客观地考虑施害人认错
悔悟、情节严重程度、经济赔偿
等，首先要考虑未成年被害人的
谅解意愿，在未成年被害人同意
的情况下，再由监护人最终决定

是否谅解；在未成年被害人不同
意或者不明确表态的情况下，监
护人的谅解不应被采纳为量刑
从轻情节。监护人与施害人是
近亲属关系或者有一定利害关
系的，监护人无权进行谅解。如
果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及附带民
事案件，如无诉讼代理人的，应纳
入指派案件范围，由公
检法通知法
律援助机构
指派律师担
任 诉 讼 代
理人。

聚焦痛点难点 保障未成年人权利

市政协委员、上海申浩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霞。


